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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写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过程中ꎬ 恩格斯深入考察了 １９ 世纪英国的整体状

况ꎬ 从历时性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的种种矛盾ꎮ 恩格斯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对城

市空间的分析有机结合ꎬ 进而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维度揭示了英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三组悖

论ꎮ 论文运用技术方法对恩格斯当时所观察的曼彻斯特城市形态变迁进行可视化分析ꎬ 通过地理编

码将曼彻斯特城市发展轨迹与现代地理数据进行匹配ꎬ 探索社会发展与空间变化的互动、 经典理论

与现实场景的呼应ꎬ 揭示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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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对英国现代化进程的考察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ꎮ 作为最先发

生工业革命的国家ꎬ 英国的现代化进程清晰呈现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度互动ꎮ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

带来城市化ꎬ 城市化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ꎮ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ꎬ 打破

了地域性、 民族性的限制ꎬ 开启了世界历史ꎬ 但资本逻辑驱动下的现代化必然产生社会矛盾ꎮ 本文

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一经典文献为依据ꎬ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英国现代化的时空特征

进行分析ꎬ 运用翔实的数据和历史记录来呈现恩格斯当时所观察到的英国现代化演进图景ꎬ 通过提

炼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揭示的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悖论ꎬ 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

现代化的超越性ꎮ

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对英国现代化进程时空属性的深刻剖析

恩格斯对英国现代化的考察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ꎬ 在写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时ꎬ 他的研究

起点就是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相联系ꎬ 指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

果ꎬ 揭示了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时空特征ꎮ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ꎬ 英国的现代化开启了世界现代化历

程ꎬ 以此为开端ꎬ 全球资本市场逐步形成并一路高歌猛进ꎬ 形成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世界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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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业革命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ꎮ 农业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农业和手工

业生产为主ꎬ 生产和消费自给自足ꎬ 经济和人口增长缓慢ꎬ 不同地区之间相互隔离ꎮ 工业社会与农

业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大工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ꎬ 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ꎬ 人们之间形成普遍交往ꎬ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ꎮ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文用翔实的数据和史料呈现了英国工业革命与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的

历史场景ꎮ 英国工业革命最先开始于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棉纺织业部门ꎮ 大机器工业生产逐渐取代了

原来的手工业生产ꎬ 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ꎮ 恩格斯分析指出ꎬ 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使得英国

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ꎮ 由于新发明的使用ꎬ 纱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ꎬ 机器逐渐替代

了生产对人力的需要ꎬ 生产成本降低ꎬ 因此生产出来的布匹价格也随之降低ꎬ 刺激市场对布匹的需

求迅速增大ꎮ 以往兼营农业的纺织工人逐渐抛弃自己的农业生产ꎬ 成为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ꎮ 人口

从农村转向城市ꎬ 资本家通过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ꎬ 不断获取更多利润ꎮ
工业革命对人口的生产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ꎮ 社会人口结构受到生产力、 生产关系、 地理环境、

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ꎮ 在 １８ 世纪中叶以前ꎬ 英国的人

口增长得十分缓慢ꎬ 并且人们处于比较隔绝的状态ꎮ 工业革命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人口是随着工业生产而在城市空间中进行集中的ꎮ 资产阶级用工厂制度代替了原来的手工工场ꎬ 机器

大生产取代了手工业生产ꎬ 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ꎮ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写道: “工业的迅

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ꎻ 工资提高了ꎬ 因此ꎬ 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ꎮ 人口急剧增

长ꎬ 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无产者阶级ꎮ”① 城市工厂的发展引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ꎬ 人口分布

在地理上表现为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ꎬ 大量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 (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１７００—１８４１ 年英国主要城市的人口增长 (单位: 万人)

数据来源: 廖跃文: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ꎬ «世界历史» 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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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巨大变革ꎬ 并且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ꎬ 就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扩展到

工业生产的各个部门ꎮ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的繁荣发展带来交通方式的重大变革ꎮ 首先

是公路网的建立ꎮ １９ 世纪以前的英国交通状况还十分糟糕ꎬ 工业革命开始后ꎬ 资本家加大了对公

路、 桥梁的投资ꎬ 在英国建立起了公路网ꎬ 不仅在地理上将各个地区联系起来ꎬ 而且将资本主义文

明带去了以往偏僻闭塞的地区ꎬ 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英国的各个角落ꎮ 正如后来马克思恩

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所论述的ꎬ 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ꎬ 以工业革命

发轫的英国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英国ꎮ 其次是运河的建设ꎮ １８ 世纪中叶以前

英国几乎没有运河ꎬ 自 １７５５ 年郎卡郡开辟了第一条运河ꎬ 英国的运河建设蓬勃发展起来ꎬ 许多河流

也因为疏浚得以通航ꎮ 再次是铁路的修筑ꎮ １８３０ 年英国建造了第一条从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

线ꎬ 从此英国的各个城市都被铁路连通起来ꎬ １８４０ 年铁路线超过 ４５００ 英里ꎬ １８５０ 年铁路线超过

２３５００ 英里ꎮ 英国的陆路交通发生巨大变革ꎬ 大大缩短了各个城市之间通行的时间ꎮ １７５０ 年从伦敦

乘坐马车到达曼彻斯特要 ３ 天半的时间 (如图 ２ 所示)ꎬ 由于公路的修建ꎬ １８３０ 年从伦敦到曼彻斯

特只需要 ４６ 小时 (如图 ３ 所示)ꎻ 随着铁路的修筑ꎬ 在恩格斯写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时的 １８４４
年ꎬ 从爱丁堡到伦敦坐火车只需要一天了ꎮ 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工业的蓬勃发展ꎬ 减少了人口、 货物

的运输时间和费用ꎬ 从而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ꎮ 在英国修筑铁路的前 ２０ 年间 (１８３０ 年—１８５０
年)ꎬ 英国的铁产量从 ６８ 万吨上升为 ２２５ 万吨ꎬ 煤产量从 １６００ 万吨增加为 ４９００ 万吨①ꎮ 最后是水路

交通工具的变革ꎮ １８０７ 年以前英国还没有轮船ꎬ 到了 １８３６ 年ꎬ 英国港湾中的轮船数已经超过 ５００
艘ꎮ 恩格斯对泰晤士河的壮观景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

河的景色ꎬ 是再动人不过的了ꎮ 在两边ꎬ 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 造船厂ꎬ 沿着两岸停

泊的无数船只这一切是这样雄伟ꎬ 这样壮丽ꎬ 简直令人陶醉ꎬ 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

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ꎮ”②

　 　 　 图 ２　 １７５０ 年从英国伦敦到达其他城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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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城市化是英国现代化的空间载体

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产物ꎮ 工业化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ꎬ 促使城市化

进程的开启ꎮ 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的过程ꎬ 也就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ꎬ 大城市的

数量越来越多ꎬ 而且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ꎮ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家ꎮ 在工业革命以前ꎬ 手工劳动和手工作坊是当时生产的

主要方式ꎬ 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ꎬ 城市发展十分缓慢ꎮ 除了 １８０１ 年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的伦敦ꎬ 其他城

市都是由多个小集镇和港口组成ꎬ 人口增长也十分缓慢ꎮ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启了机

器生产和工厂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ꎬ 促使城市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ꎮ
工业化发展与城市的发展互相促进ꎮ 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ꎬ 纺织业最先推动了英国城市的发展ꎮ 恩

格斯重点实地调研了英国几大棉纺织业生产集聚地ꎬ 比如ꎬ 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郎卡郡ꎮ 通过详细

的调研ꎬ 恩格斯发现棉纺织业与郎卡郡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ꎬ 郎卡郡是棉纺织业兴起的地点ꎬ 棉纺

织业又反过来推动郎卡郡的城市化进程ꎬ 使郎卡郡的人口在 ８０ 年间增加了 ９ 倍ꎬ 形成了利物浦和曼

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周围的工厂城市ꎻ 格拉斯哥是仅次于郎卡郡的第二大棉纺织区ꎬ 伴随棉纺

织业的兴起ꎬ 格拉斯哥的人口从 ３ 万增加到 ３０ 万ꎮ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里特别指出ꎬ 曼

彻斯特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城市ꎬ 其中进行的工商业活动也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ꎬ 从而形成

了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 “城市群”ꎮ １８０１ 年ꎬ 英国只有伦敦的人口数超过 １０ 万人 (如图 ４ 所示)ꎮ
到了 １８５１ 年ꎬ 英国有 １０ 个城市的居民超过了 １０ 万人 (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４　 １８０１ 年英国大城市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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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ꎬ 是现代化进程在空间上的呈现ꎮ 城市化的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

了多方面的影响ꎬ 深刻改变了其社会结构ꎮ 首先ꎬ 城市化变革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稳固存在的城乡关

系ꎮ 在工业革命以前ꎬ 乡村和城市是完全隔离的ꎻ 到工业革命开始以后ꎬ 城市成为英国的经济中心ꎬ
农村受到城市的影响ꎬ 人口大量外流ꎻ 同时ꎬ 城市中的大工业生产相比农村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具有

比较优势ꎬ 打破了农村原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ꎬ 导致乡村手工业的衰落ꎮ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

的扩大是建立在对乡村进行改造的基础之上的ꎬ 部分乡村空间被转化为城市空间ꎬ 形成农村从属于

城市的格局ꎮ 其次ꎬ 城市空间为资本积累提供场所ꎮ 城市空间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基础设施ꎬ
如ꎬ 发达的交通系统为城市的劳动力和物资的流动提供了便利ꎬ 降低了运输成本ꎬ 有利于资本家以

更低的成本开办工厂和企业ꎮ 资本利用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和空间聚集效应ꎬ 压缩生产的时间和空

间ꎬ 提高生产效率ꎮ 城市中市场和交易所众多ꎬ 能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ꎬ
保证了资本生产和流通的连续性ꎮ 再次ꎬ 城市空间为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ꎮ 城市是资本主义大工

业生产的场所ꎬ 技术和机器的革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ꎮ 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胜ꎬ 总是不断革

新生产工具ꎬ 使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ꎬ 以此提高生产力ꎮ 最后ꎬ 城市空间本身形成了天然市场ꎮ 城

市空间中聚集着大量的人口ꎬ 因此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ꎮ 以工业城市的典型———曼彻斯特为例ꎬ 曼

彻斯特的发展带动了周围的 “城市群”ꎬ 而周围的城市都是纯粹的工业城市ꎬ 商业活动是在曼彻斯

特进行的ꎬ 因此曼彻斯特发挥着向本城以及周边城市提供必需品的商业功能ꎬ 与周边城市进行商品、
劳动力、 资本等的交换ꎮ

３. 世界历史是英国现代化所嵌入的宏大时空背景

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工业生产快速兴起的时代ꎮ 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自然经济的生产

方式ꎬ 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ꎬ 生活是封闭的ꎬ 几乎没有跨地区的交流ꎬ 各个国家和地

区之间相互独立ꎮ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ꎬ 促使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ꎬ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ꎬ 消灭了以往各个国家闭关自守的状态ꎮ

第一ꎬ 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普遍分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ꎮ 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生

产力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ꎮ 社会化大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化ꎬ 是由分散的小生产转为

大规模的社会生产ꎮ 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机器生产以及广泛的社会分工ꎮ 这种广泛的分工不仅扩大了

原有的分工范围和分工的程度ꎬ 而且进一步扩展为国际化的分工ꎮ 全球分工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普遍

联系和普遍交往ꎬ 把世界各个地区联系起来ꎬ 成为一个统一性的整体ꎮ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生

产方式与世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ꎬ 资产阶级要获取更多利益ꎬ 就要不断扩大市场范围ꎻ 资产阶

级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ꎬ 就要不断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ꎬ 提高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ꎬ 从而资产

者之间形成了广泛的竞争ꎬ 这种竞争已经不再是一地、 一国范围内的竞争ꎬ 而是全球性的普遍竞争ꎮ
这种竞争进一步加强了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 各个民族的相互交往ꎬ “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

级间相同的关系ꎬ 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①ꎮ
第二ꎬ 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的应用和传播加强了世界交往ꎮ 工业革命的显著标志是机器的广

泛应用ꎮ 在资本主义各个生产部门ꎬ 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ꎬ 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应用都大大

提高了生产力 (如图 ６ 所示)ꎮ 科学技术的应用是现代生产的必经阶段ꎮ 英国作为最先进行工业革

命的国家ꎬ 毫无疑问具有先发优势ꎬ 其他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向英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ꎬ 以科学

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为载体ꎬ 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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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世界市场是世界交往的重要场域ꎮ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剩余价值ꎬ 为了实

现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不仅要求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ꎬ 还要不断开辟国际市场ꎮ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与世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ꎬ 资本主义要推动大工业的发展ꎬ 就要适应世界市场

的要求ꎬ 降低生产成本ꎬ 提高产品质量ꎮ 通过不断占有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ꎬ 商品经济渗入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ꎬ 进一步造成竞争的普遍化ꎬ 加强各个国家、 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ꎮ 世界市场的出现

把原本地域性、 民族性的经济交往转变为世界性的活动ꎮ 同时ꎬ 城市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空间

载体ꎬ 资本的全球化也对城市空间体系进行重塑ꎮ 恩格斯指出ꎬ １９ 世纪的英国是全世界的商业首

都ꎬ 曼彻斯特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厂城市ꎮ 这些 “世界城市” 作为全球地理空间的枢纽将各个地区联

系起来ꎬ 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全球贸易网络ꎮ

图 ６　 英国 １７００－１８５０ 年主要工业部门产量 (以 １７００ 年为 １００ 基准)

数据来源: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ｒｏａｄｂｅｒｒｙꎬ Ｂｒｕｃｅ Ｍ. 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ꎬ Ｍａｒｋ Ｏｖｅｒｔｏｎꎬ Ｂａｓ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１２７０－１８７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３８.

二、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对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悖论的揭示

英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ꎬ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促使生产力快速发展ꎬ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形成了大城市和城市群ꎮ 但 １９ 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为工人阶级带来生活

的改善ꎬ 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ꎬ 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一步加剧ꎬ 表现为两大

阶级的直接对立ꎬ 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导致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ꎬ 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城市空间出现了

等级化、 阶级化的不平衡ꎬ 全球自由贸易使得竞争变得愈发激烈ꎮ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敏锐而坚定地揭开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的面纱ꎬ 透视其内在的三组关系的悖论ꎬ 即工

人与机器的主体关系错位、 城市空间发展失衡和全球自由贸易受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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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工人和机器关系的悖论: 工人沦为机器附庸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进行了强烈批判ꎬ
指出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是对工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剥削ꎮ “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ꎬ 工人就相应地越要

聚集在同一个空间”①ꎬ 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将工人聚集在狭小的工厂中ꎬ 对工人造成巨大的伤害ꎮ
第一ꎬ 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伤害工人的身体ꎮ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分析指出ꎬ 由于

新机器的发明和分工的细化使得工作对工人的技能要求降低ꎬ 工厂主们更倾向于雇佣更为廉价的妇

女和儿童ꎬ 因此更多的女工和童工进入工厂之中ꎮ １８３４—１８４７ 年ꎬ 在英国棉纺织厂的工人中ꎬ 成年

男子只占 １ / ４ꎮ 根据 “１８３３ 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 的内容ꎬ 当时的英国儿童从 ５ 岁开始就进入工

厂工作ꎬ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 １４—１６ 小时ꎮ 以纺织业为例ꎬ 工人工作空间的状况十分糟糕ꎮ 从事纺

织业中的花边生产的大都是童工ꎬ 这种被固定在 “狭小的、 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② 的劳

作ꎬ 对青少年的发育和成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为了使身体保持工作的姿势ꎬ 女孩子们穿上带有木板

条的紧身衣ꎬ 这使得她们的胸腔和肋骨变形ꎻ 由于工作场所的空气不流通ꎬ 棉絮和烟尘纷飞ꎬ 工人们

普遍产生呼吸道疾病和消化不良症状ꎮ 机器本来是提高生产力的工具ꎬ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成为破坏

的力量ꎬ 工人受到机器的奴役ꎬ 身体不受自己的支配ꎬ 反倒成为机器的附属物ꎮ 除了无产阶级的状况ꎬ
恩格斯也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ꎬ 揭示出同一时空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状况形成的鲜明对

比: 工人们辛勤工作却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ꎬ 而资产阶级的生活奢侈ꎬ “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

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ꎬ 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ꎬ 就比她们

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③ꎮ 现代的工人 “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ꎬ 而是越来越降到本

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ꎮ 工人变成赤贫者ꎬ 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④ꎮ
第二ꎬ 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摧毁工人的精神ꎮ 由于分工的细化ꎬ 工人在工厂中被固定在某个位置ꎬ

重复机械的动作ꎬ “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ꎬ 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⑤ꎮ 工厂制

度和分工使得工人彻底沦为 “工具”ꎬ 在恩格斯看来ꎬ 这种工厂中的劳动并不是真正的劳动ꎬ 是世

上最折磨人、 最让人厌倦的活动ꎮ 由于被固定在某一生产环节上ꎬ 生产活动不需要工人进行思考ꎬ
只需要工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样的动作ꎬ 导致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也被毁掉ꎮ 工人在这种无聊中不

断消磨精神和意志ꎬ 却无法停下来让身体和心灵放松ꎬ 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ꎮ 在机器的喧嚣声中ꎬ
在握着罚款簿的监工的监视之下ꎬ 工人不得不一直劳作下去ꎮ 工厂使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程度达到了最大化ꎬ 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自由ꎬ 完全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而存在ꎮ 恩格斯对资本主

义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 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

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ꎬ 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⑥ꎮ
２. 城市空间关系悖论: 空间发展失衡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ꎬ 大工业城市是工业生产

的场所ꎬ 人口和资源的聚集为工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城市空间被打上资本的烙印ꎬ 资本主义

工业化的发展与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是紧密相关的ꎬ 资本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生产ꎬ 并且以对城市空

间的塑造加速资本积累ꎮ 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城市空间发展的失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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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城市空间规划不合理ꎮ 为了增加城市空间的容量ꎬ 在建造工人住宅时ꎬ 资产阶级丝毫不

考虑工人居住的舒适性ꎬ 建筑物总是乱糟糟地堆在一起ꎮ 只要工人住宅区有任何空隙ꎬ 资本家就在

其中盖起房子ꎬ 直到任何两座房子之间没有任何空地为止ꎮ 尽管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ꎬ 但房屋的供

给并没有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而增加ꎬ 工人的住宅十分稀缺ꎬ 而且居住人口密度很高ꎬ 恩格斯引用

的官方统计学会会刊的资料显示ꎬ “在 １８４０ 年ꎬ ５３６６ 个工人家庭住了 ５２９４ 所住宅”①ꎮ 城市中资产

者为工人建造的小宅子从外观上看 “非常漂亮而坚固”ꎬ 但通过深入考察ꎬ 恩格斯发现这些小宅子

的墙壁非常薄ꎬ 这是因为业主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偷工减料ꎬ 只为了节省成本ꎻ 同时ꎬ 由于英国的法

律规定ꎬ 盖房子的业主并不拥有土地权ꎬ 因此业主出于利己的打算ꎬ 总是 “精打细算” 让自己盖的

房子在土地租赁期满的时候贬值ꎮ 这些业主大多数都是建筑公司的老板或者厂主ꎬ 他们不愿意花钱

修缮小宅子ꎬ 一方面ꎬ 他们不愿意在工人住宅投入更多成本ꎬ 另一方面ꎬ 由于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

大批工人失业ꎬ 租不起房子ꎬ 小宅子也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ꎮ 面对资产者对工人的剥削行径ꎬ 政府

当局表现得十分冷漠ꎬ 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改善ꎬ 反而与资本家勾结ꎬ 进一步加重这种剥削ꎬ 加剧了

工人居住条件的恶化ꎮ 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写作的 ３０ 年后ꎬ 恩格斯在 «论住宅问题» 中再次

指出ꎬ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ꎬ 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

的无数比较小的、 次要的祸害之一”②ꎮ 正如图 ７ 所揭示的ꎬ 从 １７００ 年到 １８６０ 年ꎬ 英国总人口增长

了近 ４ 倍ꎬ 工业总产值增长到原来的 １５ 倍ꎬ 尤其是金属和采矿业增加了 ５０ 倍ꎬ 但住房供给和国内

服务虽然有所发展但增长幅度很小ꎬ 城市由于大量人口聚集而变得愈发拥挤ꎮ

图 ７　 英国主要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产出 (以 １７００ 年为 １００ 基准ꎬ

“人口” “工业总产值” 指标在次坐标轴反映ꎬ 其余指标在主坐标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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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城市与乡村的对立ꎮ 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ꎬ 城市发展过程就是

城市与乡村不断分离的过程ꎮ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ꎬ 城市相对乡村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ꎬ 资本利

用城市空间中先进的科学技术、 交通系统、 聚集起来的人口和资源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ꎬ 城市成为

资本积累的中心ꎬ 农村最终从属于城市ꎮ 乡村逐渐成为城市的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ꎬ 分工使得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ꎮ 为了加速资本积累ꎬ 资本趋于不断集中ꎬ 资产阶级需要 “消灭生产

资料、 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①ꎮ 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其到处建立联系ꎬ 在地域上扩张、 渗透到农

村地区ꎬ 将原来分散的乡村空间转化为城市空间ꎮ 资产阶级对乡村空间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ꎬ 消灭

了 “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②ꎬ 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 自由竞争ꎮ
第三ꎬ 工人休闲空间缺失ꎮ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支配下ꎬ 公共空间不断被转化为资产者的私人空

间ꎮ 以往的无产者可以在公共场地上生活和娱乐ꎬ 但资产者为了提高生产效率ꎬ 通过议会斗争使得更

多的公地被掠夺并改造为耕地ꎬ 无产阶级失去了原本的公共娱乐空间ꎮ 资产阶级利用政治权力使得公

共空间变为私有财产ꎬ 无产者失去了游玩和娱乐的场地条件ꎬ 加上生活穷困、 工作劳累看不到希望ꎬ
只好到小酒馆酗酒ꎮ 恩格斯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说明当时工人酗酒的状况: １８２３ 年ꎬ 在苏格兰缴纳消

费税的烧酒有 ２３０００００ 加仑ꎬ 在英格兰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 １９７６０００ 加仑ꎻ １８３７ 年ꎬ 在苏格兰缴纳消费

税的烧酒有 ６６２００００ 加仑ꎬ 在英格兰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 ７８７５０００ 加仑ꎮ 恩格斯以苏格兰和英格兰 １５
年间的烧酒销量变化为例ꎬ 充分说明了工人酗酒不断加剧的事实ꎮ 英国各个地区的工人酗酒状况都十

分严重ꎬ 而工人酗酒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生活中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ꎬ 繁重的体力劳动占据了几乎全

部的时间ꎮ 在这种状况下ꎬ 工人没有自己的生活ꎬ 没有享乐的活动ꎬ 感受不到自己作为 “人” 的存在ꎮ
下班后的工人十分困倦疲惫ꎬ 依然在物质和精神上继续遭受全方位的折磨: 在城市空间中没有自己的

归属之处ꎬ 简陋的住宅毫无舒适可言ꎻ 在人际交往上没有可以承载交往的空间ꎬ 只好在酒馆满足社交

需求ꎮ 恩格斯没有停留于工人阶级沉湎于酗酒的表面现象ꎬ 而是透过现象ꎬ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无产

阶级的状况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ꎬ 指明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ꎮ 恩格斯指出ꎬ 酗酒不

是工人偶然染上的恶劣习惯ꎬ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ꎬ 这是一种必然现象ꎮ 应当为这种现象负责的并不

是工人ꎬ 而是资产阶级ꎮ 工人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酗酒的恶习ꎬ 还要承担资产阶级对其所谓不思进取的

指责ꎬ 而作为工人 “享乐” 方式的酗酒ꎬ 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更加毁灭性的影响ꎬ 长期酗酒使

得工人的身体每况愈下ꎬ 诱发了肺部疾病和胃部疾病的产生ꎮ
３. 全球自由贸易的悖论: 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冲突

到 １８ 世纪上半叶ꎬ 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ꎮ 在英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ꎬ 英国在

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ꎬ 为垄断世界市场奠定了基础ꎮ 正如恩格斯所说: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

蒸汽发动机器的生产ꎬ 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 １８ 世纪最后 ３０ 多年中在英国孵化和发育

起来的ꎮ”③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时期ꎬ 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有利于建立本国的工业体

系ꎮ 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时ꎬ 竞争变得普遍化ꎬ 保护关税又成为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阻碍ꎬ “对
于任何一个有望成功地争取自立于世界市场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④ꎮ 英国的谷物法是在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年废除的ꎬ 恩格斯写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的时间是 １８４４—１８４５ 年ꎬ 他已经敏锐地

洞察到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爆发必然驱使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危机ꎬ 预测到 “１８４６ 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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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 年行将到来的下一次危机ꎬ 很可能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①ꎮ
资产阶级声称废除谷物法对于自由贸易具有积极的作用ꎬ 但是恩格斯指出ꎬ 这种自由仍然只是

资本的自由ꎬ 即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自由ꎬ 而不是工人的自由ꎮ 首先ꎬ 自由贸易导致工人的竞争加

剧ꎮ 废除谷物法之后ꎬ “自由竞争ꎬ 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②ꎮ 自由贸易把国内市场与

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ꎬ 有利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ꎬ 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广泛使用ꎬ 工厂对

工人专业技能的要求降低ꎬ 工人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ꎬ 资本家能够利用工人的竞争来降低需要

支付的工资ꎮ 其次ꎬ 自由贸易导致工人的购买力下降ꎮ 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高于其他国家ꎬ 工人的

工资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的同时生活成本也居高不下ꎮ 在谷物法施行期间ꎬ 英国工厂主的竞争局

限于本国之内ꎻ 一旦废除谷物法ꎬ 粮食价格下跌ꎬ 工人的工资也就会下跌到国际市场的平均水平ꎮ
廉价劳动力有利于资本家的竞争ꎬ 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商品的需求ꎬ 尽管需求上涨会带来对劳动力

需求的增加ꎬ 但不足以解决英国 “劳动力过剩” 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是短

期内的ꎻ 另一方面ꎬ 工业繁荣也会带来人口数量增加ꎬ 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无法抵消人口的快速增

长ꎮ 恩格斯批判了反谷物法同盟对工人炮制的卑劣谎言———资产阶级企图用站不住脚的论据来论证

“劳动力价格与粮食的价格成反比”ꎬ 明确指出工人的相对购买力实质上是降低的ꎬ 提醒工人群众不

要被资产阶级蒙蔽ꎮ 最后ꎬ 自由贸易导致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剥削无产者ꎮ 英国作为当时资本

主义最发达的国家ꎬ 利用本国先进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打击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方式ꎬ 迫使国外市

场成为其原料进口地ꎬ “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ꎬ 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③ꎮ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基础上的ꎬ “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

的国家”④ꎬ 从而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格局ꎮ 这种空间剥削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ꎬ 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殖民剥削ꎻ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兴起的过程中ꎬ
资本主义利用自身的资本、 贸易、 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ꎬ 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直接和间接剥削ꎬ 形成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体系ꎮ

三、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反思英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启示

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ꎬ 恩格斯在实证调研、 查阅资料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英国现

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ꎬ 深刻分析了英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资本逻辑ꎬ 英国的现代化并没有为广大

的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福祉ꎬ 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ꎮ 这对于我们深刻把握西方现代

化的本质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ꎬ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ꎮ
１. 以人的现代化超越物的现代化

在 １８９２ 年德文版序言中ꎬ 恩格斯回顾自己在 １８４４ 年写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时面对资本主

义给曼彻斯特等城市带来的发展及其弊端时ꎬ 坦言当时 “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

地区ꎬ 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 荒凉和穷困的境地”⑤ꎮ 以工业革命、 技术进

步、 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让城市更美好ꎬ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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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式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ꎮ 如果说恩格斯在 １８４４—１８４５ 年创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时关注的

是英国的现代化ꎬ 那么他在 １８９２ 年德文版序言中则是以英国现代化来观察德国的现代化ꎮ 现代化ꎬ
是一个自带时空属性的概念: 在时间维度ꎬ 不同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有早有晚ꎻ 在空间维度ꎬ 既有

国别和区域属性所区分的现代化ꎬ 也有内生型现代化和外发型现代化的不同类型ꎮ 西方式现代化是

物的现代化意味着见 “物” 不见 “人”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ꎬ “工人ꎬ 仅仅被看作是一笔资本ꎬ 他把

自己交给厂主使用ꎬ 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①ꎮ 作为推动现代化发展主体的工人阶级没有主

体性ꎬ 沦为机器的附庸ꎬ 而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明确指出ꎬ 工人与机器关系产生悖论

的原因不应当从一些细枝末节去寻找ꎬ 而 “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②ꎮ 物的现代化日渐

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制度越来越分裂ꎬ 一边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ꎬ 一边是除了劳动

力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ꎬ 这是资本主义本身所产生并不断形塑的现代化ꎮ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ꎬ 进而能够阐明人的现代化的逻辑进程ꎮ 马克思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 » 中论述了人的依赖关系、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不同阶段ꎬ 在私有制社会里ꎬ 尤其是私有制社会的高级形态资本主义社会

里ꎬ 人类历史也在进步ꎬ 每一次重大进步ꎬ 人都从自然界、 社会关系中争得了一定的自由ꎬ 或多或

少地进一步接近人类彻底解放的门槛ꎬ 但必须看到的是ꎬ 在私有制社会里ꎬ 人所获得的解放毕竟是

有限的ꎬ 也就是人类处在必然王国之中ꎮ 从依赖关系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ꎬ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

王国的飞跃ꎬ 从现代化的时空属性来看ꎬ 就是从物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ꎬ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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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现代

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ꎮ 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 行得稳ꎬ 关键要看是否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ꎮ”④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是人的现代化ꎬ 突破了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的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阶段ꎬ 是对物

的现代化的真正超越ꎮ
以人民为中心ꎬ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走得通、 行得稳的根本所在ꎮ 我们所追求的政治民主、

经济发达、 文化繁荣、 社会公平和生态美好的现代化ꎬ 归根到底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的现代化ꎮ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实现对西方物的现代化的超越ꎬ
体现并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优越性ꎮ

以人民为中心是树立正确现代化观的前提基础ꎮ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要有正确的现代化观” 这个

重要命题ꎮ 对现代化诸多问题的根本认识ꎬ 构成了现代化观ꎮ 有什么样的现代化观ꎬ 就会有什么样

的现代化理念、 方针和政策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ꎬ 这既是我们党

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也是新发展理念的 ‘根’ 和 ‘魂’ꎮ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ꎬ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 现代

化观ꎮ”⑤ 以人民为中心ꎬ 才能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ꎬ 进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特征

能够形成正确的认知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ꎬ 不

６２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０６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９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３９５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２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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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ꎮ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ꎬ 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求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ꎮ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ꎮ 以人民为中心是

我们形成正确的现代化观的前提基础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ꎬ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ꎬ 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

国式现代化ꎬ 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时代表达ꎮ
２. 以社会主义城乡空间构建超越资本主义城乡对立

城乡问题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ꎮ 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的导言部分ꎬ 恩格斯开篇明义ꎬ
指出资本积累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ꎬ 而且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空间结构ꎬ 典型表现就是城

市化ꎮ 在 “工业无产阶级” 部分ꎬ 恩格斯详细分析了以英国现代化为典型代表的城乡对立产生的根

源及表现ꎮ 大工业生产需要工人集聚在一处共同劳动ꎬ 于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很容易形成一

个村镇ꎬ 各行各业的人群向村镇集聚ꎬ 村镇的居民逐渐习惯于工厂劳动形式ꎬ 随着新的工厂的增加ꎬ
城镇规模扩大为小城市ꎬ 小城市变成大城市ꎮ 农村与城市相比ꎬ 交通运输困难ꎬ 因地处偏远ꎬ 建材、
机器和工人都需要用更高的成本才能运过来ꎬ 市场交易程度又远远落后于城市ꎬ 农村所具有的优势

是工资通常要低很多ꎬ “于是农村和工厂城市不停地竞争”②ꎮ 在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ꎬ 乡村

问题是城市化的 “异化” 结果ꎮ 资本主义的发展让城市统治乡村ꎬ 城乡对立不断加深ꎮ 城市利用集

聚优势、 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不断吸纳乡村剩余ꎬ 既包括生产的原材料也包括从事生产的劳动者ꎬ
让乡村发展的弊端多于优势ꎬ 以短期效益损害长远发展ꎬ 并将城市发展自身的问题附加在乡村上ꎬ
以看似非城市化的问题形式呈现出来ꎮ 恩格斯关于英国城市化所造成的城乡对立和乡村问题启示我

们ꎬ 中国现代城乡空间构建既不能复制西方的模式ꎬ 也不能走传统的城乡规划路径ꎬ 应该在以下两

个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现代化的城乡空间ꎮ
一是建设人民城市ꎮ 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空间是进行资本积累的容器和场所ꎬ 城市的首要功能

是生产剩余价值ꎬ 工人在其中处于被忽视的状态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人民城市人民建ꎬ 人民

城市为人民”③ꎮ 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ꎬ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指导ꎬ 汲取恩格斯对英国现

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批判思想ꎬ 建设人民城市ꎮ 这就要求我们: 第一ꎬ 建设人民城市要坚持人民

城市人民建ꎮ 人民城市要统筹政府、 市民、 社会三大主体ꎬ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ꎬ 充分调动人民参

与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人民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目的ꎬ 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动力ꎬ
“‘城市人’ 是空间实践的生产主体和享用主体”④ꎮ 人民城市建设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城市空间中的主

体地位ꎬ 通过人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ꎬ 实现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ꎮ 人民城市的建设与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息息相关ꎬ 要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ꎬ 实现城市居民自治ꎮ 第

二ꎬ 建设人民城市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城市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ꎮ 城市工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ꎬ 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ꎬ 满足城市

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ꎮ
二是推进乡村振兴ꎬ 重塑城乡空间格局ꎮ 社会主义城乡空间构建是对西方瓦解、 摧毁乡村空间

的现代化路径的突破ꎬ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以空间生产为视阈ꎬ 将乡村放在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ꎬ
打破传统 “以城化乡” 的模式ꎬ 着力挖掘和重塑乡村空间的独特性和丰富性ꎬ 让乡村空间具有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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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一样的主体地位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 明确规

定完善城乡布局结构ꎬ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 产城融合、 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ꎬ 加强以

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建设ꎬ 以镇带村、 以村促镇ꎬ 推动镇村联动发展ꎮ 建设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ꎬ 发挥多重功能ꎬ 提供优质产品ꎬ 传承乡村文化ꎬ 留住乡愁记忆ꎬ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ꎮ
３.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空间

恩格斯以最先开始现代化进程的英国为例ꎬ 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 “阿喀琉斯之踵”ꎬ 即资本主

义生产必须不断增长和扩大ꎬ 否则必定死亡ꎮ 资本主义只要略微缩减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有的

份额ꎬ 就意味着经济停滞ꎬ 一方面是资本过剩ꎬ 另一方面是产业工人过剩ꎬ 要是完全停止生产ꎬ 结

果可以想见ꎮ 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ꎬ 而这种持续扩大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ꎮ 在

２０ 岁出头的年纪ꎬ 恩格斯用自己的方式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ꎮ
当前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ꎬ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

到历史的十字路口ꎮ 资本主义大国贸易保护主义、 保守主义抬头ꎬ 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ꎬ “搞
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ꎬ 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ꎬ 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①ꎮ 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ꎬ 是 “十四五” 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

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

家ꎬ 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ꎬ 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②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性的现代化ꎬ 也是内生性的现代化ꎮ 内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封

闭、 保守的现代化ꎬ 而是依靠自身内部积累、 依靠自身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现代化ꎻ 开放

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西方式现代化掠夺的老路ꎬ 而是建构多维的国际空间ꎬ 摒弃掠夺、 殖民和战

争的空间秩序建构老路ꎬ 实现和平和文明的全球空间生产交往ꎮ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ꎬ 坚持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ꎬ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ꎬ 充分发挥世界最大市场这一优势ꎬ 构建

起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ꎬ 进而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

局中占据优势ꎬ 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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