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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蓉 刘俏言

包大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
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

郭亚丁 浙江省委党校原党史党建部主任

浙江的探索
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打造实践样本

现代化犹如一场人类发展的国际

马拉松比赛，在人类现代化赛道上，

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世界

各地的现代化模式有多种，但走的

大多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全国党

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浙江省委党

校原党史党建部主任郭亚丁看来，

中国式现代化具备独特的优势，“一

方面，体现在党的领导，能够统筹全局、

协调各方、科学决策、有效执行，保持了社会

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

性。”

郭亚丁进一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也不

是少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全部地区的现代化，是一个

不少、一个不落的全面福祉。

郭亚丁感叹，中国 14 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在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中国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的2倍多、美国的4倍多，

中国的现代化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郭亚丁说，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人类文明形态，也创造了人类

社会现代化新形态，而浙江的探索与尝试则正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打

造创新的实践样本。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对此，郭亚丁认为可行路径是以就业为基础，分配为抓手，服务

为保障，实现城乡、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在他看来，正在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基础扎实。

郭亚丁举例道，在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省区

第一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连年缩小，同时，藏富于民，在全国500强

民营企业中，浙江“一家独大”，占席近200家。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郭亚丁说，多年前，浙江就提出了“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的价值理念，这也是浙江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既包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文化文明的繁荣兴盛。

“这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发展中，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郭亚丁说，对此，浙江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河长”、“湖长”、“林

长”三长制的管护格局⋯⋯

郭亚丁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影响的不只是中国的发展，也可能

对世界带来深远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历史进步的趋向，是对

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这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

的丰富和发展，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

郭亚丁说，更重要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备引领、示范、借鉴意义，为所有希望加快发展

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

员，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包大为认为，之所以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我们正踏上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这样一个新起

点和新高度，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长期以来

存在的一些困惑。

为什么在现代化之前要加上“中国式”这

个定语？“过去，我们会把现代化理解成西化、物

质化。而现在通过二十大报告，我们很清楚地就可以

看到几个‘是与不是’。”包大为解释。

“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人的解放与生产力

的解放。”包大为认为。

西方所走的现代化道路，隐含着一条人与人、人与自然相矛盾的线

索。人与人的矛盾，显著地体现为以阶级的、地区的、民族的压迫与剥削

作为现代化的前提。人与自然的矛盾，显著地体现为将自然界“献祭”给

私人占有的资本及其利润的增值。

“其次，现代化不是资本化，而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方向。”包大为分析

说，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伟大成就，充分证

明只有属于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才真正能走得通、能走

到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充分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地走

向现代化，社会主义也能从制度层面定义现代化。

“另外，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路，不是只有跟着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实

现现代化。”包大为强调。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成为了西方资本和市场的附庸，久而久之，有些人就认为只有作为西方

发达国家的产业下游，或者成为欧美主导的分工链条的一个环节，才能

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建构新发展格局，已经

证明了现代化不是一道单选题，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可以探索出

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

近年来的“中国之治”对应的是“西方之乱”。这证明在没有统一领

导、没有理想信念的情况之下，现代化的成果有可能因为生产过剩、资本

危机、社会价值撕裂等原因而走向倒退。

包大为认为，除了要厘清现代化的“是”与“不是”，还要精准把握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在党的领导下

实现的一次系统性的、进入现代社会的巨大工程。什么是零敲碎打？体

量小的国家，发展好一个或者几个行业，就能整体上“发家致富”。例如

新加坡，它的产业围绕着港口与服务业，也能致富。然而，我们必须看

到，中国要让这么多人整体进入现代社会，不是靠一个产业或行业就能

实现的。

最后，包大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物化”，而是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要走的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也不是“国强必霸”的现代

化，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我们的现代化不是把人变成生产和消费的机器，而是注重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包大为说。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

新路径和新范例，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图景。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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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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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浙江的探索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将提供怎样的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意义？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浙江省委党校原党史党建部

主任郭亚丁认为，浙江的探索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打造实践样本；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包大为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路径和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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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本报邀请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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