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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无疑是资本主义
发 动 的 ， 现 代 化 在
历 史 上 与 资 本 主 义
化、“西化”具有历
史重合性。因此，在
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
现代文明又同西方民
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
主义的特性交织在一
起。可以说，现代化
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是

资本主义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
种现代化同社会主义
的本质特征交织在一
起。而社会主义的本
质 ， 就 是 解 放 生 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并不断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文明建立在消除阶级
对抗、资本与劳动对
抗的基础上，同时，
又吸收、借鉴资本主
义 文 明 中 的 合 理 因
素，吸收、借鉴人类
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
成果，并与社会主义
本质特征有机结合起
来。这是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文
明新形态的“新”之
所在，是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现代”所
在。

文明是文化的积
累 、 结 晶 和 积 极 成
果，文化是文明的精
神支撑。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应当也必
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造就有
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
命体。马克思主义本
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产
物，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很多方面与现
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
合性。

马克思主义来自
西 方 ， 相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来 说 ， 属 于
外来文化。可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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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
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则属于中国文
化，造就的是新的文
化生命体。这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中

国特色”的关键，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式”的关键。同
时，也是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文
明新形态的“新”之
所在，是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现代”所
在。

从历史上看，西
方社会先是经历了市
场 化 ， 然 后 是 工 业
化，即现代化，中国
式现代化则几乎与市
场化同步进行。市场
经济不仅是资源的现
代配置方式，而且是
人的现代生存方式。
市场经济不仅是现代
经济运行机制，而且
是同工业文明交织在
一 起 的 现 代 文 明 形
态。

当代中国实践的
最重要特征就在于，
在向世界的开放中，
把现代化、市场化和
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
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
在同一时空中进行，
是面向世界、面向人
类命运共同体并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
的实践活动。“三重
变革”“三位一体”
， 必 将 实 现 文 明 转
型，必将使具有5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
进 而 转 变 为 现 代 文
明，必将构成人类文
明新形态。这是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
成的文明新形态的“
新”之所在，是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现
代”所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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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的马克
思、恩格斯雕塑。陈晓根 摄

2022年6月20日，亚洲最大铁路枢
纽客站——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

贾天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