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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张宇甜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摘 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意蕴的具体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一般规律，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发展依旧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与以往旧文明形态的内在关联，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根本区别，从 
而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科学内涵与未来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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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rm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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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China）

Abstract: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e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which fur⁃
ther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ientifically reveals the law of the evolu⁃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So fa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vi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connec⁃
tion between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pioneered b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old form of civilization and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form of civilization，so as to explor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choice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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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

总趋势，对创造现代文明更高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发展依旧没有脱离历

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马克思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根本立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877
年，马克思在分析俄国现代化时就曾说道：“不要把

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变成一般发展道路

的历史哲学理论”，并强调“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侮

辱”。同时他认为：“这些惊人相似的但发生在不同

的历史环境下的事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通

过分别比较研究它们各自的演变形式然后加以比

较，人们就比较容易找到这些现象的线索。”［1］104不
难发现，马克思强调要通过历史文化的差异性正确

把握人类文明的共性与个性，将多元文明联系起来

才能发现同中之异，才能探索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

本规律。显然，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

历史决定论或文明之悖论。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

实质是历史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

论。因此，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将中国式现

代化文明新形态置于世界历史中审视，进而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之新的科学内涵、时代变革与

路径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科学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内涵之所在，在于

它所处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在于它扬弃了世界现代化中的普遍逻辑，

尤其是其中的资本逻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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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此同时，其创造与发展融入世界历史的进

程，并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正常轨道，也没有

造成逆全球化的趋势。

（一）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在现代化

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成就，也是现代化道路中文明

成果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最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

持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2］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人口

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3］。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是基于对基本特征的深刻分析和探索后得出的规

律性认识。

一方面，现代化发展已经成为文明建设的核心

主线，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文明发展

新模式。首先，坚持新发展理念，确保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国致力于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重大转

变，使技术要素和创新要素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

一动力。与资本主义的经济道路相比较，中国式现

代化之路既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又确立了社

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经济进行指导和规范，从而达

到共同富裕等目标的实现。其次，现代化的本质是

人的现代化。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将人类共同价值诉求放在历史的维度中理解，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结

合，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主体活动的有机统

一。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

谐关系的一种新文明形态，以更加显著的方式为世

界文明进步增添动力。

另一方面，文明形态的呈现寓于现代化的时代

进程之中。“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创造”的重大

论断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文明成果概括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区别了以往旧的文明形态

特征，也证明了中国可以依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势独立自主地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寓于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必然是开

放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形态社会主义本质

意蕴的集中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

断克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问题，解决过程中出现

的新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丰富进步并促进

了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

（二）积极扬弃了世界现代化中的资本逻辑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现代存在物的存在形式和

存在规定，资本的运行原则就是现代社会的构成原

则。而资本成为存在的普遍抽象形式，不仅是指物

作为社会的物的抽象形式，而且是指人作为社会的

人的普遍抽象形式，甚至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也不过

是资本的人格化［4］922。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

资本扩张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中

国融入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

接受资本逻辑。中国追求现代化应当正确面对资

本，利用资本逻辑这个强大的动力系统来发展生产

力同时坚持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本

质。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平

衡资本的利用与限制，从而获得超越资本主义的比

较优势。

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明建设也体现出社

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中国是世界上未有过的

超大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党带领人民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新举措，正视现代性困境，迎接时代的挑战。因

此，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开拓人类文明

更广阔的前景。此外，文明体现了人的理性的觉醒

和本质力量的壮大，现代文明的新图景依旧要靠人

民创造。因此，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依旧在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中国提倡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培养人

才、开发人力、完善人格、造福人民充分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所呈现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明是新的文明形式，是对各种文明的积

极主动的扬弃。“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

没有经历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她能够继承

的只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因

此，中国更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

东西。获得这一切的途径，不是直接继承，而是通

过开放，通过市场、交往、合作”［5］58。中国近现代的

短暂落后，不过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资

本主义几百年发展中积累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序

化的规章制度可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

借鉴和吸收。因此，中国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实

现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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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社会形态向更

高层次发展的要求，也是初级阶段长期追求的目

标。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是合乎目

的性的结果，也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必然。中国成

功地把握了时代的机遇，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极大彰显了时代预见性与生命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时代变革

人类文明形态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时代变革。

马克思从社会形态的变化中探寻出文明发展的一

般规律，可以说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正是文明发展

的规律体现。而中国开创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是

否符合马克思预见的未来社会的特征？从历史唯

物主义出发考察新的文明形态与以往旧形态的内

在关联，区别新形态与其他文明形态的根本不同，

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科学

性与超越性。

（一）与中国以往旧文明形态的内在关联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既蕴含着丰富的中

华传统文化元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厚植中华

传统文明理念。《论语·子路》篇记载“君子和而不

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即和谐、融合，并

承认差异性；“同”则强调一致性、同一性。《礼记·中

庸》篇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指尽管各民族之间的历史

传统、生活习性、语言文化、思想心理甚至其内部文

明都存在着差异，但依旧构成了具有共同内核的民

族共同体。求同存异，古已有之。传统的文明理念

早已揭示了文明统一性和多样性并非悖论，相反，

恰恰是辩证统一的现实关系。正如费孝通道：“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前，我

国倡导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将传统“和”文化融入了现代文明新形态，继

承了中华传统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治国思想。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向新的现代文

明。《易经》中曾提及文明：“文明为止，人文也。”尔

后“睿智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一词与人文风

尚、民族精神息息相关。《周易正义》曰：“文明以说，

大亨以正，革而当。”可见，文明还与教化相联系。

当前，我国将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广泛吸取传

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将其根本转化，构筑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体系。此外，新的文明形态还赋予了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民为邦本新的具体内涵。文化

传承与创造形成的强大历史合力，逐渐构造了庞杂

而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

维、习俗、行为等。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在旧形态基础

上发展与创新。守正创新是开创文明新形态的不

竭动力，体现了鲜 明的现代化指向。亨廷顿在《文

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道：社会被意识

形态所统一，又会被文明所分裂；与此同时，类似的

文明与历史构成统一的民族和国家，也会被意识形

态所分裂［6］7。因此，意识形态与文化并不一定是完

全统一的。共同的社会意识是统一和稳定的基石，

同样也可能是创新和发展的阻碍。扎根于传统文

明理念的新形态不仅要回答并摆脱旧形态中的问

题链，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还要“兼取众长，

以为己善”，坚持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变化中统一。

同时，守正创新是开创文明新形态的不竭动力，体

现了鲜明的现代化指向。当前，我国不仅要筑牢主

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还要注重关键核心领域的自主

创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革

故鼎新之历史余韵依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二）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根本区别

何以称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而不是中

华文明新形态或者社会主义新形态？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生成于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之中，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不同于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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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目前水平用

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

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

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

叠加发展的。”［7］159中国在现代化动荡中创造了经济

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历史奇迹，充分发挥了

上层建筑的巨大优势，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

允许两种制度在中国长期共存符合现实发展的需

要。中国式现代化走了一条并联式发展之路，发挥

了复合型优势，工业化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城镇

化，形成了一种时空压缩式的发展。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既包含社会主义的特征也

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此，新的文明形

态应上升到全人类文明的价值意蕴。大多数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了近三百年的现代化，美国的现

代化自发的、自下而上、渐进的变革过程也历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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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中国要赶超发达国家，要创造区别资本主

义文明形态的新文明，不仅需要对自身文化具有笃

定的信心，还要借用欧美发达国家创造的优势来奠

基五千年文明之底蕴，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

文明成果转化为现实，从而获得超越资本主义的相

对优势。西方实现现代化是学习的对象，不是现代

化的标准，因此不能照搬照抄，而要认识到西方价

值观缺陷，从而提出更高层次的反映未来取向的价

值观体系，新的文明形态才能成为推动和引领文明

发展的新模式。

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理

想和最终目标，这在根本上就区别了资本主义的现

代化目标。马克思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

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在历史唯物

主义视域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的解放统

一起来，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构想。

他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获得和实现

幸福追求的保障。区别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将消费作为人

自身的最高目的，而是旨在追求全面满足中实现人

的意义。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是全面的，

不仅要从物质方面满足人的需求，而且要破除以自

由理性为内核、以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向度的西

方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按照共产主义

的基本要求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三）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明确提出了社会

“三形态”理论，即人类文明发展按照受自然支配、

以物的依赖性、共产主义三种形态的依次演进，不

能直接跨越任何一种形态而发展［4］104。也就是说人

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的。那么马克思为

什么又提出东方社会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而中国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为什么具有跨越性

的特征？

首先，明确马克思所提出的“跨越论”之真实内

涵。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历史学的考证并不是修

正早期的唯物史观，而是通过研究东方社会的历史

发展考证另一条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从而完善科

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不是完全按照

既定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

史发展有其特殊性规律，例如许多非洲民族没有经

历过封建社会、俄国的农民公社化运动并不是脱胎

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

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

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

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

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

历史观的破产。”［8］7故历史唯物主义是方法论指南，

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现代世界的变迁依然

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必然会走向历史虚无。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生成于一种后

进型的现代化文明形态。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最早

的现代化，它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崭新窗口，使得经

济快速发展，并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丰富的物

质文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不是历史的偶

然铸就的，其依旧按照客观的规律继续发展，没有

跨越任何一个文明时期，资本主义至今仍然没有再

创造出超越资本文明的新形态。因此，反观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也没有跳脱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其

所创造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也仍属于世界文明范

畴。但由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本就晚于资本主义

的现代化，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影响。

因此，中国能够总结以往现代化探索的经验，在没

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又运用现代化中的积极成

果，成功开创了一种后进型的现代文明，与资本主

义现代化并存于一个时期。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真正的跨越性

在于其形成了非依附型的现代文明形态。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借鉴“苏联模式”探索社

会主义建设，短期内使中国快速进入社会主义行

列。但长期以来让渡本民族的本土文化，使得本土

文明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失去了自身文明的优

势与特征。因此，中国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始构建自身的文明系统。中

国采用“两个结合”的方式将外来文明本土化、中国

化，从而创造了一种内生型文明，即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新形态。中国选择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自

成体系，独立自主而又融入世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文明体系。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中国式现

代化开创的文明新形态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同

时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现代文明

并不完全等于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正

在走着一条同历史共同前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

类创造更多文明奇迹。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路径选择

资本主义率先打开了现代文明的大门，使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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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文明从分散走向

联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维走向多维。正如罗

素在《中西方文明比较》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

的交流过去已经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9］6

文明之间的正常交往是构建多元文明之共存，促使

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外部动力。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不同的文明之间有着许多相互借鉴的共性所

在，现代文明也因多元并存不断向前发展。因此，

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等理念，以全球

意识和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命运始终是中国式现代

化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指向。

（一）追求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进程，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

化并不意味要摆脱全球化态势抑或者脱离世界文

明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也不是人类文明

丧失个性的同质化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使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

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

方”［10］36。换言之，由于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后发展

中国家不仅认同西方现代化道路，同样也对西方价

值观产生归属感。然而个体文明之间一旦形成依

附型关系，必将导致一方过度依赖的从属地位，而

自身的文明优势都会受到限制，所取得文明进步不

过是短期内的有限发展。从长远来看，只有坚持独

立自主、扎扎实实地建设自身文明，才能克服自身

文明的限度，创造世界文明的新生，成为推动文明

进步的积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走自己的路，

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1］因此，中国倡导

多样性文明共同发展，并独立发展地走了社会主义

道路，创造了内生型的文明形态。德不孤必有邻，

这一新的选择为世界上其他渴望依靠自身力量发

展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科学的参考。

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文明的内在建设创造持久

动力。和平发展注重的是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博

弈，在开放中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技术与经验。

诚然，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和

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但不同的文明也存在着人类共

同认可的价值取向，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

平发展、反对孤立、反对战争等等。历史唯物主义

倡导追求文明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消除文明之间

的差异。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些国家

倡导的普世价值，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隐蔽的欺骗

性，如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国际争端都与其所倡导

的理念大相径庭。事实证明，西方势力通过暴力手

段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渐

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发达国家的依附势

力。历史已然证明封闭必然会走向落后，只有建立

个体文明之间的正向交往才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此，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决反对

全球霸权主义，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始终倡

导求同存异的文明往来，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二）遵循社会整体性下的文明协调发展理念

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

态演进，然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多样

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奴隶社

会时，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逐渐摆脱蒙昧

与野蛮。与此同时，剥削与割裂也伴随着阶级的产

生而纷至沓来。例如，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关系形

成，摒弃了蒙昧时代的最原始的朴素平等关系，吞

没了天然的人道主义色彩。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

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文明成果，同样也造就了诸多的

反文明，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文明的阶级社会”

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的断裂。然而，这种文明的对立并没有使得人类

历史倒退，反而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那么文

明进步的动力与标志是什么？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对

抗与割裂是催生新形态的原动力。此外，恩格斯指

出，社会历史是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形成合力的结

果，是相互作用的形式下形成的［12］6。因此，文明协

调发展理念将文明看作一个有机体整体的概念，既

蕴含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内涵。与

此同时，文明还可以分为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方

面。因此，文明的分类和所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

文明发展不是某一方面的单一演变，是将文明置于

社会整体性下而言，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动态平

衡。现代文明新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与现

实的割裂。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原创性

地提出了文明协调发展的理念。构建社会有机体，

坚持物质文明的建设始终是其他文明建设的基础，

为现代文明整体性提供了根本保障。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全面、协调的发展为文明

新形态提供了新思想。因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遵循着社会有机体的活动规律，在整体上为社会体

系确立和谐有机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

态所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不是简单、割

裂的或政治、经济等某一方面的文明，它是一个不

断完善的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文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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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现代关系

马克思揭示了“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以及人与其自身存在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

核心问题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的个

性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

实现“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

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类面临

的许多现代性危机都与资本联系在一起，即无节制

地追求利润。现代性危机是人类探索现代文明不

可避免造成的，而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正如马克

思所说的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

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13］185。马克思构想的理想社会既是自然

主义的社会，也是人道主义的社会。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使得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文明

矛盾得到了充分的协调。中国基于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理念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从人与人和谐观念提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等，都体现了

中国正着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新的文明形态仍然存在“是”与“应然”的矛盾，

探索未来文明形态之路道阻且长，何以能够继续创

造文明奇迹？何以保持文明发展的优势？都是十

分重要的现实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文明观，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文明形态是

赶超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遵循社会整体性下的文明协调发展理念，自觉主动

修复文明的裂缝，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

现代关系。最终，由人类命运共同体通向自由人联

合体，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由社会主义通向

共产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艰难，社会主义

建设仍在不断探索，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当

前文明形态，进而推进未来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国

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要坚持合规律性的价值选择，

才能真实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目的、利益等根本需

要，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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