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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现代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更要看到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形成

发展的历史脉络、优秀传统文化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必
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中共二十大精
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
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
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
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
和深化。为此，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华文明
发展史的宏阔视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不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大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工业革命最早源于西欧，世界范围内的现代
化进程也始自西欧。由于今天的发达国家主要是
欧美国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
于是便出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探索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
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
化=西方化”的迷思，有力证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
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
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考察人类社会
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包
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方面。从纵向上
看，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关系
的不同性质，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
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纵向序列。从横向上看，各地区、各部族、各民
族、各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大都处于封闭状态，后来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增加而开始对外开放交
流，由彼此分散而逐步联系起来。横向发展开始发
生在相邻地区、相邻国家之间，继而扩大到相邻洲
之间，最后发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历史”。

一个时期以来，很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关
注较多的是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尤其关注西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使得地区历史转变
为世界历史的现象。一些人甚至误以为这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这种误解造成
一些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进而在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方面都以西方为标准，形成了所谓

“西方中心论”。对此，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保持清醒认识。

其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
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变的，同
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阶段
又有具体情况的不同。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共同
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恩格斯指出：“必须详
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
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
等等的观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社会的
横向发展会影响某些地区的纵向发展，这也是为
什么西方现代化不仅仅局限于其诞生地西欧而向
全球扩张的原因，但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与横向
发展存在着互为制约的辩证关系，不能以横向发
展否定纵向发展，不能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
脱离自己的国情而完全西方化。西方发达国家的
现代化，也是基于自身国情纵向发展的结果，并在

一定程度上从横向发展上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
但西方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特殊性而不是
普遍性，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翻
版。

其二，从世界历史的变迁来看，“东升西降”之
势愈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正
在汇入人类现代化洪流之中。世界现代化的发展
历程告诉我们，虽然西方现代化开始兴起时曾经横
向影响全世界，但随着欧洲30年战争后的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
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相继瓦
解，西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越来越
显示出历史暂时性，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由西向
东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
等经济体快速发展起来，中国、印度等发展势头迅
猛，中国 2010 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
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
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影响着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
程。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单方
面的作用，而是众多国家在自身纵向发展中不断
走向现代化，继而共同产生横向影响的结果。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既看到西方现代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
刻影响，更看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对
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坚定的历史自信。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
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
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源于中
华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
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有着独
特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优秀传统文化
等。这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现代
化道路，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文明的起源看，与其他古
文明大都是由一个点起源，然后沿河流单线发展
不同，中华文明是在多区域多点同时并起，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长城以北等有多个文明区。到了距
今四千年左右，出现了周边文明区向中原文明区
汇聚的趋势，出现了夏商周三代以中原华夏文化
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早期文明发展格局。再经过
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化创新，形成了秦汉以后直至
明清的文明发展格局。这一起源和发展历程决定
了中华文明的许多特质。

早在一万年前，中国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
石器时代，食物的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的生产者、动
物的狩猎者发展为动物的畜养者，开启了北方以
黄河流域与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旱地粟作农业
区，南方以长江流域与湘江流域、赣江流域、钱塘
江流域等为核心的水田稻作农业区，以及这些区
域内的畜牧生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
牧生产就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长期绵延发展。在
这种农牧生产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文化等，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文明的形态和特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深刻影响着中国对现代化道
路的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我们

能清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比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以民为
本”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到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到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等。此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家国一体”的爱
国精神等，也都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文化资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
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
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深厚
历史底蕴，是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基。我们要有大历史观，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
展史来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不断深
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坚定历史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
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
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
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
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
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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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又一
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
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
努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
的新图景。从发展模式看，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

“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信息化顺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
式”过程。从发展内涵看，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
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膨胀的现
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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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
有自己的形态和特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持续
演进发展。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
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
邻等，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沛的文化养分
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
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能够极大推动世界现代化
理论和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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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全球扩张，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西方主
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
情，自立自强，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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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各国
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作出
重大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江林昌

青山碧水、鸟语花香，人们都
希望在优美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我们党
带领人民推进高质量发展，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
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新征程上，要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
生态环境的需要，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
为民生优先领域，不断增进良好
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让人民幸福生活的成色更足。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关
乎人的生命健康，关系人民群众
的生活幸福。当前，人民群众对
优美生态环境有了更高的期盼和
要求，希望有更清新空气、更清澈
水质、更清洁环境。唯有保持良
好的生态环境，人们的生活品质
才能不断提高。不仅如此，生态
环境还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息
息相关。我国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环境容
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要整体迈
入现代化社会，高耗能、高污染、
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
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
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政之所要，在乎民心。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这一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感受
最直接、要求最迫切的突出环境
问题，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
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各项工作。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我国成为世界上空气
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地表水质
量持续向好，土壤污染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规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稳居
世界第一，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人民生
态福祉显著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
必须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
民、生态为民，把建设优美的生态
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加
快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让人们在高质量发展
中过上高品质生活。

环境问题具有复合型、综合性、区域性的特点，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当
前，要在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防控、黑臭水体治理、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防治、危险废物处置、新污染物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
发力。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使遭到破坏的生态
系统逐步恢复原有的功能和结构，健全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
养生息制度，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自我维持力。科学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
间，让城市融入自然，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着力推进乡村振兴，重点解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
紧迫问题，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聚焦农村厕所革
命、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治理，制定更切合实际、可持续、
可操作的举措，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保护生态环境是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
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鼓励绿色
消费、绿色居住、绿色出行等，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坚
定信念、久久为功，持续增进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让人们在良好生态环境中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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