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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
现代化的共性与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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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文明的新形态ꎮ 这是从文明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内容与实现过程ꎮ 文明作为人类摆脱野蛮与愚昧的状态与过程ꎬ是与生产生活方

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ꎮ 文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发展

上ꎬ而且体现于非物质文明的发展上ꎮ 现代化就是文明发展的最新状态及其实践过程ꎮ

本文提出了现代化在物质与非物质性发展上的判别标准ꎬ由此从文明的角度阐明中国式

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物质与非物质属性上虽有一定的共性ꎬ但在物质满足的包容性、

实现物质满足的方式与手段ꎬ以及制度与文化方面都存在本质区别ꎮ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文明新形态　 资本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ꎬ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ꎬ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ꎬ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ꎬ展现了不同于西方

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ꎬ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ꎮ”①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式现

代化与文明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来源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ꎮ

现代化与文明是紧密相连的ꎮ 文明是人类不断地摆脱野蛮与愚昧的过程以及达

到某一发展阶段的成熟社会状态ꎮ 现代化及其实践就是体现文明发展的最新状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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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研究”( １９ＪＺＤ００１) 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教育研究”
(２０２２ＳＪＺＤＳＺ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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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过程ꎮ 由于西方国家首先开启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并由此取得了巨大的物质

发展成果ꎬ它们把创造这一物质文明的相关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作为人类现代化的

唯一标准ꎬ由此把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等同起来ꎮ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ꎬ西方学

者更是利用当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产生的暂时现象提出了“历史终结论”ꎬ认为自

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唯一现代化道路ꎬ是人类文明的最后形

态ꎮ① 这漠视了自由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内在的不文明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性ꎬ也忽

视了文明的发展性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探索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ꎮ 这一现代化被表述为: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② 它体现着一切文明

共同的特点ꎬ即在物质和精神上比过去更为充分地满足人的需求ꎬ但也在如何满足人

民物质需求的程度与范围以及实现这种满足的手段与方式上、在制度的特征上以及对

自然和社会的认知上、精神满足的动机上都与西方式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ꎮ 可以说ꎬ

正是这种区别使它与西方现代文明展现出不同的形态ꎮ

要深入认识这两种现代化内在的文明差异ꎬ首先必须阐明文明与现代化的概念及

其相互关系、文明的多样性以及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ꎬ由此才能深入剖析西方现代化

内在的文明局限性以及有待发展的特征ꎬ从中体察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文明新形

态ꎬ从而发现这种文明新形态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继承与升华ꎬ以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

批判性借鉴与吸收ꎮ

一　 文明与现代化

什么是文明?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上看ꎬ文明不是人们常常简化成的文化(文

化只是使文明有着鲜明的独特风格)ꎬ而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及伴随其中创

造出来的制度与文化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马克思、恩格斯谈道:“它(资产阶级)迫使

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ꎻ它迫使它们在自

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ꎬ即变成资产者”ꎮ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ꎬ一定的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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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生活方式ꎮ 因为“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

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ꎮ 更确切地说ꎬ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ꎬ是他们表现自

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ꎮ”①另外ꎬ历史唯物主义认为ꎬ一定的生产

生活方式总要有一定的制度与文化来维护ꎬ因此ꎬ可以把文明界定为某种生产生活方

式及其相应的制度与文化ꎻ而某种生产生活方式、制度和文化是文明的要素与标识ꎮ

这种界定与汤因比(Ａｒｎｏｌｄ Ｔｏｙｎｂｅｅ)所说的文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②是一

致的ꎮ

人类文明史就是逐步摆脱野蛮、愚昧的文明化过程ꎮ 摆脱野蛮、愚昧的生活状态

依靠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组织协调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ꎮ 而生产力发展的一

种重要体现是对自然的认识不断科学化ꎬ由此提高人类认识与利用自然的能力ꎻ另一

种生产力提高的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协调起来的人类共同劳动)ꎬ即生

产过程中有着不断拓展的分工与交往ꎮ 这种分工与交往联系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ꎬ而

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扩展到民族之间ꎬ深度与广度也不断加强ꎬ有效且和谐地协调分

工关系也是一种文明的过程ꎮ 这两个方面就产生了文明的非物质性内容ꎬ即对自然和

社会的认识ꎬ人与自然、人际(族际)交往的制度、方式与伦理ꎮ

可以说ꎬ文明既指的是变得文明的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ꎬ也指的是

文明的一种状态(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ꎮ③ 前者是指一个社会从过去的相对落

后变得相对先进的过程ꎬ指的是发展的过程ꎻ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处于某种发展得更高、

更成熟阶段ꎮ 从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说ꎬ现代化既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时期人类在物质满

足程度上的最新状态ꎬ也表现在非物质性上发展的最新状态ꎮ 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

趋向更文明的过程ꎮ 由于人类追求自身自由与解放的不竭动力ꎬ文明与现代化都是动

态的ꎮ 文明发展的最新阶段就是现代化ꎬ现代化体现的是文明的最新状态ꎮ

怎样体现文明的发展ꎬ就需要一种衡量文明的尺度ꎮ 这个尺度就是在物质上可以

直观地体现在人类“衣食住行”更高程度的满足及实践上ꎬ具体表现为“衣食住行”舒

适性、便捷性和包容性上更高程度的提升ꎬ以及人类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采用的

方式与手段上的非野蛮性ꎻ在非物质层面上表现为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科学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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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促进生产生活的能力上、思想与精神的满足上ꎮ 这些标准反映的就是现代化程

度ꎮ

(一)衡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尺度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ꎬ物质文明是文明的最基础成分ꎬ是非物质文明的基

础ꎮ 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ꎬ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

等等ꎻ所以ꎬ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ꎬ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

展阶段ꎬ便构成基础ꎬ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ꎬ就是从这个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ꎮ① 因此ꎬ文明的物质性内容是第一位的ꎬ文明的非物质性内容(制度

与文化)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ꎮ

衡量物质文明的尺度首先以造福于人为中心ꎬ为了人ꎬ而不是仅仅为了物ꎮ 离开

了这一点就脱离了发展的根本目的ꎮ 因此ꎬ物质文明的发展就是多大程度上充分而包

容地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衣食住行”需要ꎬ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就是“衣食住行”在

满足舒适性、便捷性和包容性上达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ꎮ 这是文明的共性ꎬ也是现代

化的共性ꎮ 人类越是在“吃喝住穿”上远离“茹毛饮血”“而衣皮苇” “巢居穴处”的野

蛮状态ꎬ就越文明ꎬ也越现代化ꎮ 物质上充分地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衣食住行”需

求ꎬ根本保障在于生产力水平ꎮ 不断地提高生产力从而使文明不断发展就是人类在物

质上不断提升“吃喝住穿”水平ꎬ更好地满足更多人口不断提高的“衣食住行”需求ꎮ

所以ꎬ生产力水平是衡量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水平最显著的标志ꎮ 生产力水平是人类利

用自然、造福自己的能力ꎮ 作为生产力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生产工具ꎬ但其历史成果

更一般地表现为一个文明时代的生产工具及其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ꎮ

衡量物质文明的第二个标志是物质成果惠泽的人口范围ꎬ或者说包容性ꎮ 是全体

人口享有物质文明带来的成果ꎬ还是具有排斥性ꎬ是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贫富分化?

这是衡量物质文明是否具有包容性的标准ꎮ “朱门酒肉臭ꎬ路有冻死骨”不是物质文

明现代化应有的状态ꎮ 它使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游离于当时的物质文明之外ꎬ处

于生产力不发达状态才有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屋不避雨”的原始状态ꎬ或者“衣食

住行”的不稳定状态ꎬ这是物质文明低级化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体现ꎮ 它不符合

人类走向文明的初衷ꎮ 物质文明只有惠泽全体人口或绝大部分人口ꎬ使广泛的人口体

面地生活而不因物质匮乏失去尊严的生活ꎬ才是充分的、均衡的现代化ꎬ才能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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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要求ꎮ

衡量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水平的第三个标志是获得物质成果的过程中与自然的关

系ꎬ是竭泽而渔ꎬ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代表着人类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方式ꎮ 人

类走向物质文明也是不断地利用自然、造福自己的过程ꎮ 破坏自然和人类地球家园的

现代化过程是一种野蛮的发展过程ꎻ是一种以牺牲人类后代的生存发展为代价来满足

当下人类物质需求的发展过程ꎬ是一种以牺牲同为地球家园其他物种的生存代价来满

足当下人类物质需求的发展过程ꎮ 它表现出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无情和对地球其他

物种的漠视ꎮ 文明越是发展ꎬ越应表现出对自然和地球家园的敬畏、对子孙后代生存

环境的眷顾ꎬ对同为地球家园的其他物种的尊重ꎮ 这才是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应有

的文明之意ꎮ 文明越是发展ꎬ越是现代化ꎬ就越应表现出一种永续发展的潜质ꎮ

衡量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水平的最后一个标志是获得物质满足手段上的文明性ꎮ

是通过战争、征服、剥削与掠夺手段来实现物质性的满足ꎬ还是相反ꎬ这是衡量现代化

实践过程是否文明的标志ꎮ 一个民族如果通过战争、征服、剥削、掠夺等手段实现了自

身物质上的满足ꎬ本身就是不文明的发展ꎬ是手段上的一种野蛮式的发展ꎮ 以战争与

征服作为一种交往形式来获得物质满足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ꎮ 马克思曾说ꎬ战争与掠

夺作为一种交往方式ꎬ“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方式下ꎬ人口的

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ꎬ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加紧利用”ꎮ① 在生产力

越是发展的条件下ꎬ使用这种手段获得物质的满足是一种“返祖”现象ꎬ是与文明背道

而驰的ꎬ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野蛮实践ꎮ “君子爱财ꎬ取之有道”既是对人获得物质

财富的文明性要求ꎬ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进步性要求ꎮ 所以ꎬ一个民族在发展过

程中使用的手段是否正当是文明的重要标志ꎮ 发展过程的手段不正当意味着剥夺或

贬损他人与其他族群正当生存与发展的要求ꎮ 文明越是发展ꎬ实现物质满足的手段就

越应具有非野蛮性ꎬ就越应采用提高生产力和勤奋劳动的方式ꎮ

(二)衡量现代化的非物质文明尺度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来说ꎬ文明的非物质方面的内容———制度与文化ꎬ都是从

生产方式这个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ꎬ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ꎮ 因此ꎬ衡量

现代化的非物质文明尺度是从属于物质文明尺度的ꎮ

因此ꎬ我们在谈论文明的非物质性内容时ꎬ不可超越生产力历史发展水平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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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进行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评判ꎮ 只能从这些文明的非物质性成果中去发现:创造

了怎样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及其设施来促进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社会治理ꎬ推进了人类

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ꎬ以及促进当时的科技发展和社会交往关系ꎻ以怎样的艺术形式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和手法来展现人(及其精神世界)、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

自然的关系ꎻ以怎样的(宗教与思维)形式进行心灵慰藉、道德教化、人际(族际)交往

等ꎮ 文明的非物质内容主要是规范人(及人际、族际交往)的行为ꎬ表现为人的情感满

足、人的心灵教化与人的思维引导以及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ꎮ

怎样衡量非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ꎬ主要是从它们对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当时的社会稳定与人际(族际)交往的促进作用、对当时人的摆脱自然与生产力束

缚的实际作用来评判ꎮ 看它们是否超越前人ꎬ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和历史的发展ꎮ 以中

国古代封建文明为例ꎬ它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郡县制ꎬ这种制度对于避免重

蹈过去周朝诸侯分封所导致的割据战乱有着积极的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为生产的发展

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ꎻ文化上则形成了以不断发展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体制ꎬ

同时糅合了其他宗教思想如道教、佛教等ꎬ以维护中央集权体制的道统和社会秩序ꎬ形

成了人的独特精神满足方式ꎮ 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期稳定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在文明的文化层面ꎬ还有一种内含实践智慧的共同文化ꎬ在英文中通常用“ ｉｎ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主观共性)一词来表达共同的思维与处事习惯ꎮ 它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

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ꎬ往往表现为实践过程中对事物的具体反应

方式与思维习惯ꎮ 比如在情感的表达上ꎬ中国的诗词、绘画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达人的

情感、对自然的欣赏与认识、对哲理的阐述等ꎬ往往比较含蓄内敛ꎬ而西方人的表达往

往比较奔放直白ꎮ 再比如ꎬ有的民族更擅长理性抽象思维ꎬ有的民族更擅长具体实践ꎮ

３００ 多年前ꎬ莱布尼茨(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 Ｌｅｉｂｎｉｚ)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就认为:“如果

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ꎬ那么ꎬ在实践

哲学方面ꎬ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ꎬ我们不得不汗颜地

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ꎮ① 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影响ꎬ比意识形态具

有更持久的文化影响ꎬ②给不同文明下的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ꎮ 如今ꎬ我们在一

些移民国家中可以发现受不同文明熏陶下的移民在思维与处事上的差异ꎮ 比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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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阿拉伯裔、印度裔、华裔、拉美裔和欧洲裔在行事与思维上的差异ꎮ 不同文明

下的不同主观共性没有优劣之分ꎬ都是不同地域下文明的具体产物ꎬ有其独特的优点ꎮ

互补互鉴才是文化发展的标识ꎮ 互补互鉴下的主观共性才能丰富人类生产实践ꎬ开阔

人们的生活视野ꎬ造就不同文明下人们的和谐共处ꎮ 能否放弃固执与偏见、以开放的

态度容纳不同文明下的主观共性也是一种文明的标志ꎮ 能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文化

反映的也是一种文化的进步ꎮ

(三)文明具有多样性、发展性与继承性

文明具有多样性ꎬ即人类有着不同的文明化(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的方式ꎮ① 文明

的多样性源自人类地域分布式的生产生活ꎮ 由于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导致不同地域

的人们在生产组织方式、人际交往方式ꎬ乃至政治、文化和实践智慧上都有其独特性ꎮ

这种文明的地域性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ꎮ 各种文明作为一种过程ꎬ其实现的目标是相

同的ꎬ即不断地满足物质与精神的需求ꎬ通过不断发展ꎬ达到更文明化的状态ꎬ否则就

成为停滞的文明ꎮ 但每一种文明在物质、政治与文化上产生的成果并不相同ꎬ而是拥

有自己文明时代的象征与符号ꎮ 不同的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遗产ꎬ有着自己的历史辉

煌ꎬ对人类物质生产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从历史价值来看ꎬ它们对人类整

体文明的发展都做过贡献ꎮ 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ꎬ不同地域的人们有其应对

所处自然环境以及彼此共处的独到之处ꎬ反映了不同文明下人民的劳动智慧ꎮ 如果没

有这些独到之处ꎬ他们就无法生存衍生下来ꎮ 这种独到性使处于不同文明的人们拥有

互学互鉴之处ꎬ从而促进了整个人类的生产与生活ꎮ 以我们今天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为

例ꎬ它最初由古印度人发明ꎬ后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ꎬ之后再经欧洲人将其现代化ꎬ成

为现今国际通用数字体系ꎮ 在阿拉伯数字的基础上创造的科学记数法对推动科学技

术的发展、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巨大的作用ꎮ 当今的信息技术从最根本上还是得

益于这一数字体系ꎮ 再比如我们今天食用的各种粮食作物和水果ꎬ都是不同区域文明

的产物ꎮ 它们流传到不同的区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饮食ꎮ 因此ꎬ不能因为有些文明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暂时落伍而对其贬损ꎮ

文明又是发展的ꎮ 文明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发展中的矛盾ꎻ二是

与外部文明交往中产生的碰撞ꎮ② 如果没有外来文明的碰撞ꎬ各种地域性文明会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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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矛盾中形成自身发展的闭环ꎮ 文明的碰撞来自文明的多样性ꎬ它可以以一种良性

方式促进不同文明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ꎮ 文明的碰撞也可能是通过野蛮征服与入侵

的形式ꎬ导致某些被征服与入侵的文明在应对过程中的成长ꎮ 文明的碰撞使文明有了

借鉴与吸收条件ꎬ并有可能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推动自身文明的发展ꎮ 主动借鉴与吸

收下的发展是一种主动式、创造式的文明发展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的发展就是一种

主动式、创造式的发展ꎮ 文明在内忧外患条件下通过对外抗争与内部变革形成的发展

是一种被动式、消极式的发展ꎮ 资本主义文明为了自身的发展ꎬ迫使其他文明推行资

本主义文明ꎬ否则就将其毁灭ꎬ这就造成了许多国家消极而被动式的发展过程ꎮ

文明多样性的存在及其相互交往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借鉴ꎮ 各种文

明或文化对待自然或相互之间的交往有着不同的方式、态度与认知ꎬ如西方文化中更

注重个人主义ꎬ讲究个性张扬和竞争ꎬ而忽视合作与社会连带性(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ꎻ而

伊斯兰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社会连带主义或集体主义更注重家庭、社会等共同体ꎮ 如

有些文化推崇一神教ꎬ另一些文化则崇拜多神教ꎮ 允许多神教的社会则为社会不同群

体之间的彼此友好相处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这种不同文明或文化对待同一事物

的不同认知与反应为人类解决问题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方案ꎮ 例如ꎬ经济全球化是一

种全球性的经济现象ꎬ一种崇尚社会连带精神的文明可以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关注

社会两极分化ꎬ在利用全球化提高生产力的同时ꎬ兼顾社会公平与团结ꎮ 比如ꎬ崇尚多

神教的文明可能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共存ꎬ而一神教文明把个人比作上帝选民ꎬ相信自

己是世界的主宰ꎬ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ꎮ 因此ꎬ文明或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可以为人类

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ꎮ 而上文提到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不同文明

下的主观共性是一种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准ꎬ正是基于这一理由ꎮ

文明的发展虽然有借鉴性ꎬ但更体现为继承性ꎮ 文明的继承性在于前期的生产实

践与人际交往产生的成果及其独特方式对后来的文明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马克

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ꎬ并不是在他们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ꎬ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ꎮ”①这种“直接碰到的”可能是外来的文明碰撞ꎬ而“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就体现着文明的继承性ꎮ 这种继承不仅沿袭了以往创造的物质条件ꎬ也承继了以

往的非物质因素ꎬ特别是文化元素ꎮ 没有继承性的文明是一种失去自我的文明ꎮ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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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就是汤因比所说的趋同于其他文明的文明ꎬ是一种解体的文明ꎮ①

二　 西方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文明首先是一个地域文明ꎮ 它源自西北欧一隅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形成发展的ꎮ 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ꎬ也使得旧的生产组织方式无法为继ꎬ资本主义

由此开始萌芽出壳ꎬ通过不断地应对内部挑战(内部多层面的竞争)和与外部的挑战

(与外部奥斯曼帝国的冲突)逐步成长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ꎮ 虽然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制度与文化ꎬ但也继承了西方历史遗存的诸多文化传统ꎬ

如所谓的西方文明的 １.０ 版(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ꎮ

西方现代文明有什么特征? 从上述文明的定义来看ꎬ西方的现代文明就是私有财

产权下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消费社会(生活方式)、维护生产方式的法治与代议制

民主(政治制度)、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文化与精神)ꎬ以及由资本主义衍生

而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外交往模式)ꎮ 这种文明用上文提及的衡

量标准来看ꎬ既有历史的进步性ꎬ也存在野蛮甚至是罪恶ꎬ是一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文

明ꎮ

从宏观上说ꎬ西方现代文明在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ꎬ就其物质层面而言ꎬ

即使在其初期发展阶段的成就也被其最伟大的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所赞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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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自然力的征服ꎬ机器的采用ꎬ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ꎬ轮船

的行驶ꎬ铁路的通行ꎬ电报的使用ꎬ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ꎬ河川的通航ꎬ仿佛用法术从地

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

力呢?”②当今西方现代化的物质成就比 １８ 世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知要进步多少

倍ꎮ 它为人类带来了不断提升的生活舒适度和便捷度ꎮ 以最早和最典型的现代西方

文明国家英国为例ꎬ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描绘过一战前伦敦人的生活ꎬ早上躺在床上ꎬ品

尝着早茶ꎬ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商品ꎬ不久这些优质商品都可以送货上门ꎮ③ 这

代表着那个时代人们“吃喝住穿”的最高水平ꎮ 这已经与当今网络高度发展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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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吃喝住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了ꎮ 正是现代西方文明创造的巨大物质进步成

为西方宣称代表着人类现代化样板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然而ꎬ这种物质文明存在着巨大

的缺陷:一是表现在其不包容性上ꎻ二是表现在其实现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上ꎻ三是表

现在其实现过程中对外扩张的野蛮性上ꎮ

西方现代文明的不包容性从其开始就受到诟病ꎬ直至今天仍然是其最大短板ꎮ 在

其发展的早期ꎬ人们通过阅读恩格斯对当时最典型、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庞大的工

人阶级贫困而悲惨的状况的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ꎬ就可以体察到这种文明

带来的不包容性ꎮ 虽然首次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了改善“衣食住行”最现代的物质条

件ꎬ但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与工人阶级(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状况一样ꎬ处

于“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的境地ꎮ① 过了一个多世纪后ꎬ西方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

经典文明时代ꎮ 冷战结束后ꎬ新自由主义为西方国家带来了最新的物质发展ꎻ然而ꎬ在

当今时代最典型、最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美国ꎬ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现代化

下的两极分化ꎮ 美国的贫困率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发展的鼎盛期)开

始快速上升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ꎬ接近 １５％左右ꎮ 虽然 ２０１５ 年美国贫

困率呈现 １６ 年来的最大降幅ꎬ但仍有 １３.５％ꎮ 近年来ꎬ受新冠疫情影响ꎬ美国的贫困

率又有所反弹ꎬ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５％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４％ꎬ有 ３７２０ 万人处于生活贫

困状态ꎮ②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其实现过程中对人类自然家园的破坏也是历史之最ꎮ 以最早

进行工业化的英国为例ꎬ在水气土这三项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指标上达到了惊

人的恶劣状态ꎮ “煤烟曾折磨不列颠１００ 多年之久ꎬ以烟煤为燃料的城市包括伦

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ꎬ在未能找到可替代的燃料之前无不饱受数十年严重的大气

污染之苦”ꎮ③ 作为雾都的伦敦在整个 １８ 世纪共发生 ２５ 次毒雾事件ꎬ１９ 世纪前 ４０ 年

中毒雾事件不下 １４ 次ꎬ每次都造成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大幅提高ꎮ

在 １８８０ 年、１８９１ 年和 １８９２ 年的毒雾事件中ꎬ死于支气管炎的人数分别比正常年份高

出 １３０％、１６０％和 ９０％ꎮ④ 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水ꎬ在工业化时代的英国也受到

严重的污染ꎮ 到 １８３０ 年ꎬ英格兰的大工业城市没有安全的饮用水供应ꎬ这些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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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都受到严重的污染ꎬ以致河里的鱼都没有了ꎮ① 由于河流受到严重污染ꎬ１９ 世纪

的英国共发生 ４ 次霍乱(１８３１—１８３２ 年、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１８５３—１８５４ 年、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年)ꎬ共致 ４ 万多人的死亡ꎮ② １９２６—１９３６ 年第二次工业化后期这一短短十年ꎬ英国被

污染的可耕地约 ８８ 万亩ꎬ占全国可耕地近十分之一ꎮ③ 随后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几乎

重演了英国的污染史ꎮ 而且这种工业化带来的恶果直到今天仍影响着地球的生态平

衡ꎮ 例如ꎬ全球气候变暖最初就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ꎬ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打

破了大气中的碳平衡ꎬ大量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逐步加速积聚在大气之中ꎬ形

成了越来越强的温室效应ꎮ

西方现代化过程还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ꎮ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

相当一部分来自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ꎮ 当时最为发达的英国一度成为“日不落帝

国”ꎬ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遍布世界各个时区ꎮ 从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的«帝国»一书④中可以看到ꎬ作为西方率先现代化的英国在世界各地

进行殖民征服与掠夺、帝国主义扩张与战争、种族主义歧视与杀戮ꎮ 在英国殖民统治

下的地区与国家ꎬ除了其后裔通过分离主义运动独立出来的北美(与澳洲)成为发达

国家外ꎬ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一个是发达经济体ꎮ 当今西方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美

国ꎬ其领土扩张史就是一部土著印第安人的血泪史ꎮ 在美国开疆拓土的“西进运动”

中ꎬ就有 １００ 万左右的印第安人被白人带来的病菌感染以及被赶出家园后在饥寒交迫

中去世ꎬ还有被殖民者直接武力屠杀致死ꎮ 另外ꎬ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

义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野蛮与罪恶ꎬ还表现出一种文化层面的歧视与偏狭ꎬ贬低其

他文化的价值ꎬ力图改造一切非西方文化ꎮ 可以说ꎬ今天的西方文明国家没有一个在

其近代发展史上不沾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污点ꎮ 虽然ꎬ以往的殖民统

治、种族杀戮与帝国主义武力征服已经难觅踪迹ꎬ但西方新型的殖民主义———政治控

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歧视———仍然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桎梏ꎮ 正如一位依附论学者

所指出的ꎬ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犹如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的

地位ꎬ发达国家的“发达”必然要以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为代价ꎬ这是维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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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ꎮ① 可以说ꎬ西方文明在其实现过程中充满着野蛮与罪恶ꎮ

西方现代文明除了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就外ꎬ在非物质层面对人类历史发展也有

所贡献ꎮ 在制度上它创造了两大发明:一是市场经济ꎻ二是维护私有财产权的代议制

政治体制ꎮ 然而ꎬ这些制度也存在巨大的内在缺陷ꎬ制约着人类的文明发展ꎮ

市场经济是一种迄今为止最有效率和最富竞争性的经济体制ꎬ直到今天它仍是世

界上大部分国家采用的经济制度ꎮ 的确ꎬ它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ꎮ 但是ꎬ

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因素ꎬ它也存在影响生产的负面因素ꎮ 市场经济必然造

成竞争优胜者趋于少数化ꎬ除了可能导致垄断ꎬ还会形成贫富两极分化ꎻ市场经济还存

在市场失灵(环境污染是其典型表现)以及其他影响效率的问题ꎻ市场调节本身存在

缺陷ꎬ如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ꎮ 因此ꎬ这种市场竞争制度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完善ꎬ

不仅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垄断、环境与生态的破坏ꎬ还会导致生产秩序的紊乱和人民

生活的动荡ꎮ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ꎬ它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大ꎮ②

西方文明开创的代议制民主ꎬ历史上是代表着贵族和领主ꎬ而进入现代文明后代

表的是金钱ꎮ 它是一种建立在保障私有财产权之上的民主ꎮ③ 正是这一政治制度保

障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的方式ꎬ也确定了其文化倾向ꎮ 然而ꎬ这种代议制治理并不是

充分的民主形式ꎬ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立足于财产权ꎮ 作为最早提出这种代议制的理论

家洛克曾说ꎬ人们成立国家与政府最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其财产权ꎮ④ 因

此ꎬ它的民主代表性存在巨大的不足ꎬ用财产权限制了民主的参与程度ꎮ 作为最早、最

典型的西方文明国家ꎬ英国直至 １９２８ 年才大致实现形式上的普选ꎬ之前一直以财产作

为选民的条件ꎮ 而美国则是在 １９６５ 年才基本实现普选(南部非洲裔美国人拥有了普

选权)ꎮ 即使是今天ꎬ在西方文明最典型的国家———美国ꎬ“金钱也是政治的母乳”ꎮ

民意只在选举阶段发挥一定的作用ꎬ而在实际治理中ꎬ金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金钱

的游说与影响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ꎮ 可以说ꎬ西方代议制下受托

于民众的代表们仍然是金钱的奴隶ꎬ导致这一制度存在重大局限性ꎮ

严格来说ꎬ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文化不仅包括作为西方生产生活和政治运作“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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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一系列哲学与社会学说ꎬ还包括对认识自然的科学态度ꎬ以

及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行为起到重要规范作用的新教伦理ꎮ 客观来看ꎬ这些现代西

方文化相较于过去也具有进步性ꎮ 在自然科学领域ꎬ它开创了新的科学方法(主要是

实证方法)ꎬ为人类认识和探索自然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即使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

域ꎬ它为摆脱中世纪宗教的束缚ꎬ为人的思想解放和把人作为目的而非工具做出了重

要贡献ꎮ 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西方现代文明最主要的工作生活伦理和道德框架ꎬ它对资

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ꎬ对其内在的不稳定性提供了部分解药ꎮ 新

教伦理宣扬为了延迟的满足(死后救赎)而刻苦工作、勤俭节约、诚信禁欲的生活态

度ꎬ一方面使人摆脱了追求财富的传统禁忌ꎬ使其合法化与神圣化ꎬ对促进生产力产生

了积极的作用ꎻ另一方面为“资本家提供冷静、尽责、能干的工人”ꎬ“为合理组织的自

由劳动力ꎬ冷静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ꎮ 而相互信任、诚实守信为竞争

的社会带来了黏合剂ꎮ 勤俭节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资金的积累ꎮ 禁欲为竞争

和消费社会(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必须的条件之一)条件下产生的无节制

提供了一定的精神约束ꎮ①

然而ꎬ其中许多内容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说教存在欺骗性ꎮ 西方现代文化

中维护资本主义的哲学与社会学说从精神上制约着人的自由与解放ꎮ 因为这些学说

维护的制度使人受制于资本控制和市场竞争下的“不自由”ꎬ受制于分工下的精神压

抑ꎮ 新教伦理是建立在虚幻的死亡之后的救赎精神满足之上的ꎬ它与现代科学关于人

的生命学说是完全矛盾的ꎬ由此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明中文化因素服从于资本主义的

特征ꎮ

因此ꎬ从文明的角度来看ꎬ西方现代化存在着种种局限ꎬ其实践过程存在着种种野

蛮ꎬ它既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ꎬ其模式也不应当成为人类现代化的普遍模式ꎬ

这是一种有待发展的文明ꎮ

三　 从文明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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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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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这种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国情ꎬ体

现着一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制度与文化ꎬ展现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实践路

径ꎮ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首先立足于 １４ 亿多人口这一首要国情ꎮ 中国现在的人口

规模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ꎬ也大大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时的人

口规模ꎮ 到目前为止ꎬ大致可以算得上西方式现代化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欧盟全部

成员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不超过 ４０ 个ꎬ总人口不超过 １０ 亿ꎬ其人口规

模仍然少于中国ꎮ 首先开始现代化的英国在 １８０１ 年的人口大约是 １０５０.１ 万ꎻ①而作

为西方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ꎬ在开始实现现代化时(１８９０ 年)的人口只有 ６２９６.８

万ꎬ直到 １９２０ 年才超过 １ 亿ꎮ② 这种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必然是前所未有的ꎬ不可能照搬与复制西方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和生产生活模式ꎬ

否则整个世界的资源环境都无法承受ꎬ将造成世界性的冲突与灾难ꎬ因此ꎬ必须要有不

同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ꎮ 它只能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生活

模式ꎮ 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ꎮ 这意味着中国着力建设的这种现

代化在物质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ꎬ它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把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

的本源性要求ꎮ 因此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ꎬ不能像西方现代化那样ꎬ产生严重的两

极分化ꎬ造成严重的社会对立ꎬ而是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ꎬ着力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ꎬ坚决防止两极分化ꎮ 这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物质文明的包容性ꎬ与西方

现代文明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两极分化的排斥性有着巨大差别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ꎮ 其中一个根本的核心就

是大力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ꎮ 按照中共二十大报告ꎬ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ꎮ③ 虽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与具体化ꎬ但这为中国在

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ꎬ确定了原则ꎮ 它包含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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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其中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体系ꎮ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虽来自西方ꎬ但它是一种

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体系ꎬ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制度的基本特

征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价值目标ꎬ社会

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价值取向ꎬ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价

值准则ꎮ 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全人类共同价值ꎬ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等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ꎬ但在具体内容的认识上ꎬ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解释ꎮ 比如ꎬ中

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ꎬ而不是西方的基于财产权的民主ꎮ 因此ꎬ

习近平指出ꎬ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ꎬ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

式强加于人ꎬ不搞意识形态对抗ꎮ① 这体现出中国式文明的宽容性ꎮ 社会主义公民道

德体系包含着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等ꎮ② 这

与新教伦理在内容上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ꎬ但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死后救赎的唯心信

仰ꎬ而是(最简单地说)一种为实现集体和个人(及其后代)更美好的现世生活的唯物

信仰ꎮ 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大力发展的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结合ꎮ 以道德体系为例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就有“强本而节用ꎬ则天不能贫”③“民生在

勤ꎬ勤则不匮”④这样的关于个人通过刻苦勤奋改善物质生活的思想ꎻ有“克勤于邦ꎬ克

俭于家”“俭节则昌ꎬ淫佚则亡”之类勤俭节约为国为家的思想ꎻ有“人而无信ꎬ不知其

可也”之类诚信守约的个人道德规范ꎻ在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礼、义、仁、知、信———

中就有“信”ꎬ并把“诚信守约”作为“齐家、交友、营商甚至为政”的一种美德ꎮ 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中庸”是中国人处世思维最为典型的方式ꎬ它反对极端与过犹ꎬ注重兼顾

与平衡ꎮ 这对于过度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也是一种节制ꎮ

所以ꎬ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层面上ꎬ与西方现代化有一定的共通之处ꎬ如对自然的

科学精神与态度上ꎬ中西方具有趋同性ꎮ 在生活道德规范性上ꎬ中西方也有一定的相

似性(如新教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ꎬ但其中也存在巨大的内在差异:一是

马克思主义ꎻ二是中华传统文化ꎮ 这些差异使得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式现代文明在文化

上的哲学基础、来源与现代西方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ꎬ使其有着鲜明的特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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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ꎮ 这种现代化所体现的生态观

正如习近平所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ꎬ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

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ꎮ”他强调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ꎬ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ꎬ坚定不移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ꎬ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ꎮ① 这种发展的

生态观既是对西方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教训的吸取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ꎮ

中国文化讲究阴阳对立统一、与自然和谐共生ꎬ可以包容多个“神”以及不同文明的存

在ꎮ 它与西方文明传统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神论”不同ꎮ 基督教是“一元神论”的代

表ꎮ 作为“一元神论”ꎬ基督教的第一诫律是:除了上帝ꎬ别无他神可以崇拜ꎮ 其含义

是ꎬ只有上帝才具有神性ꎻ自然客体是上帝创造的ꎬ它们不是神或任何种类的灵魂ꎬ只

有人是按照上帝自身的形象创造的ꎬ只有人才有灵魂ꎬ人是唯一有希望获得上帝拯救

的存在物ꎬ其他万物不是人类的宗教和伦理集合体的成员ꎬ处于人和上帝所订立的

“团契”的保护范围之外ꎮ 这为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肆意过度开发和支配自然奠

定了信念基础ꎮ 所以ꎬ西方不仅有基督教人士在反思这种信仰ꎬ更有学者直接指出ꎬ这

种宗教观是目前生态危机的根源ꎬ要改变这一切应从放弃宗教教义入手ꎮ② 所以ꎬ中

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生态文明观已经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所蕴含的人为世界主宰的

“一元神论”思想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中共二十大上ꎬ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

示ꎬ中国式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ꎮ 那

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ꎮ 我们坚定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ꎬ在坚

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ꎬ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ꎮ③

这表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ꎬ在手段上不仅不能采用侵略掠夺和剥削其他民族的

损人利己的手段ꎬ而且要通过自身的发展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机会ꎬ积极维护

世界和平ꎬ为各国的发展提供和平的环境ꎮ 走这种现代化道路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

外行为要求ꎬ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体现ꎮ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侵略扩张是由其生

产方式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ꎬ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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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具有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的内在经济动因ꎮ 不仅如此ꎬ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

中ꎬ还为了世界和平的承诺不进行革命输出ꎮ 这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告诫ꎮ

恩格斯曾发出警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

的办法ꎬ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ꎮ”①另外ꎬ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现

代化之路提供了文化基因ꎮ 以中国古代王朝的进贡体系为例ꎮ 它是中国古代王朝处

于(相对)优势地位情况下最常见的对外交往方式ꎬ虽然它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

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不平等性ꎬ但强盛的中国古代王朝没有借助实力和这种机制对

外侵略与扩张、掠夺与剥削、支配与奴役周边国家ꎮ 羸弱的中国更没有这种实力ꎮ 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华传统文明中没有侵略掠夺的基因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ꎬ从文明的角度而言ꎬ中国正在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

的特征与西方现代化文明相比较ꎬ不论在物质与非物质层面虽然都有一定的共性ꎬ但

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ꎮ

虽然ꎬ从物质层面上看ꎬ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程度上与西方现代文明一样都是建

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ꎬ都关注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ꎬ但在生产模式上有着巨

大的差异ꎮ 中国是一种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ꎬ而不是私有

制占主导的模式ꎻ中国的模式也存在竞争ꎬ但不是一种无节制地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

市场竞争ꎬ而是注重广泛的包容性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吸取西方现代文明实践过程中

产生的人与生态关系失衡的教训ꎬ强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ꎻ中国强调以自己的

勤奋苦干来实现现代化ꎬ而不是以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掠夺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

段ꎮ 在非物质层面上ꎬ虽然从制度上来说ꎬ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建立在代议制民主政治

制度之上ꎬ但不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ꎬ而是强调建设一种更具广

泛代表性且更为深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ꎮ 中国文明新形态的背后是独特的文化ꎮ 这

种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ꎬ而且这种文化尊重文明的多样化ꎬ

强调不同文明的互学与互鉴ꎬ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ꎮ 这与西方现代文明

体现的不宽容性以及经过改造的基督教文化不同ꎮ 所有上述差异体现出中国式现代

化在文明特性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不同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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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是对世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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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ꎮ”①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图景以及规划的实践路径体

现出更高的文明标准ꎬ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②的理

由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ꎬ一个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传统的国家也可以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ꎮ 它为世界其他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启示:现

代化不等于西方化ꎬ没有西方文明传统的国家也可以复兴和升华自己的文明ꎮ 中国文

明由于地理与气候及历史等原因ꎬ自古以来有着自身的独特性ꎬ较少与外部世界特别

是西方文明进行广泛的交流与碰撞ꎮ 只是在近代以后ꎬ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

张ꎬ中国才与西方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碰撞ꎮ 在这碰撞中ꎬ中国开始从被动而痛苦地适

应ꎬ从不断抗争外来挑战到逐步主动应战ꎬ在借鉴西方文明优秀元素的基础上ꎬ结合自

身条件和文明传统ꎬ走出了一条复兴之路ꎬ现在正规划和迈向一条实现现代化强国之

路ꎮ③ 中国式现代化如能成功ꎬ则可以向世界宣示ꎬ其他文明国家也可以不必复制西

方道路ꎬ跨越“卡夫丁峡谷”ꎬ实现现代化ꎬ实现民族复兴ꎬ创造自己文明的新辉煌ꎮ 因

此ꎬ中国式现代化之实践的世界意义正如习近平所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

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ꎬ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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