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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年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于近年掀起研究热潮，各种成果层出不穷。

通过从基本特征、探索历程、内容体系、推进路径这几个重要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分

析与相关评价，对新时代新阶段深化这一研究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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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the yea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stud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and in recent years， a research boom has been launched with various achieve⁃
ments.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is issue from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including basic characteristics， ex⁃
ploration history， content system and promotion path and making objective analysis and relevant evalu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deepen this research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
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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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经济现代化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夙愿和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工

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在经历了曲折探索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将工作重心转移

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现代化建设成为整个现代

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经过接续努力，2021年庆祝建

党 100 周年大会上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2022年党的二十大将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

任务明确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年来学

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问题进行了

持续研究，并于近年掀起研究热潮。现将相关成果

作一综述，以期能对深化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

加快经济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

特征

经济现代化不仅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而

且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也有不同的特征。学界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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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门性分析

第一，从基本内涵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

代化建设在制度层面上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与阶

段性，在内容层面上具有广阔性与统摄性，在发展

层面上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在经验层面上具有借

鉴性与创造性［1］。第二，从构成要素看，中国共产党

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在所有制上将公有制经济与

非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在实现机制上将社会主义

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实现路径上走中国特

色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国际化“多轮驱

动”战略，在发展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在外

部环境上利用经济全球化背景推进，在价值理念上

坚持“以人为本”［2］104。第三，从模式特征看，中国共

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具有将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第一重模式特征，具

有将改革、发展、稳定、 持续、快速而健康有机统一

起来的第二重模式特征，具有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

放相结合， 并坚持“引进来”的第三重模式特征［3］。
第四，从价值立场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细化为不

同时期的具体发展目标，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变为现实并成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和鲜明标识［4］。
（二）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进行的综合性分析

在前述专门性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从中国式

经济现代化角度进行探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

探索中不断赋予经济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

同富裕、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和各方力

量共促等内涵特征［5］。也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

经济学维度出发，认为这一道路在经济现代化方面

的特色分别是：社会主义特色—共同富裕、内容特

色—“四化”同步、道路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

创新、制度特色—从市场和政府的现代化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6］。还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出发，强调其经济特质是利用创新驱动引领高质

量发展、全方位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7］。由此可见，经济现代化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基础和主干，其个体特征包含于

中国式现代化整体特征之中。

显然，已有成果各有侧重、互有所长，不仅揭示

了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固有特征，而且从理论

层面上界定了经济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突

出了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特有优势。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探索

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经历了一个

虽曲折艰辛、但成就辉煌的探索过程。具体情况

如下。

（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不同时期经济现代化

建设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

过不断探索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沿海和内地工业关

系等，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8］。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调整了过

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率、低消费水平”的发展战

略，走出一条以充分发挥原有工业潜力为基础的、

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投资不那么多但有较好经济效

果、能给人民生活提高带来实惠的新经济建设道

路［9］。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创造性地

提出并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高质量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10］。
（二）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主要领导人探索经济

现代化建设的研究

在不同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接续探索下，我

国对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认知逐步深入。如毛泽东

在领导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多次提出转移

工作重心的经济战略，主张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1］，并
在“大跃进”和“文革”中两次用自己探索出的“虚君

共和”经济体制来取代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权型计划

体制，试图通过中央与地方“两条腿走路”来实现工

业化［12］。1978 年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性

质、根本任务、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动力、经济

体制、现代化步骤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与回答［13］，并通过提出“三步走”战略，确立了从“小

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飞跃的逻辑思

路［14］。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深化了对经济现代化规律的认识，系

统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指导

原则、发展阶段、增长理论、战略路径、动力模式［15］。
（三）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经济现代

化建设历程的研究

除上述成果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对中国共

产党领导探索经济现代化建设历程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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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道路形成的视角看，1921—1949年是中国式经

济现代化新道路的初步探索阶段；1949—1978是中

国式经济现代化新道路的奠基阶段；1978—2012年

是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入实践阶段；2012
年至今是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形成阶

段［5］。从推进方式的视角看，1949—1978年我国通

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资源，以

工业化为重点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1978—2012 年
以改革开放为主动力，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迅速推进经济现代化；2012 年以来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高质量推进经济现代化［10］。从产业结构变迁的

视角看，1949—1978年我国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

业战略，形成了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1979—1997
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纠正失衡和产业协调发展；

1998—2012年内外需扩大和结构升级，呈现出重化

工业重启的特征；2013年以来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我

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任务［16］。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

体系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内容体系

的研究成果，可从如下角度来分类阐释。

（一）从经济现代化构成要素角度的研究

从构成要素的角度看，学界多从推进目标、战

略步骤、动力模式、战略路径、增长理论等方面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体系进行

分析。

1.推进目标。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上，党的二十大不仅重申了这一目标，还进一步明

确了到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此外，

有学者针对目标演进情况，认为党对我国经济现代

化目标的认识经历了从初期提出建设工业化国家，

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强国，再到十九大以来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变

迁过程［17］。还有学者针对目标层级的变化情况，认

为中国特色经济现代化以“民富国强”为总体目标，

以“温饱—低水平小康—高水平小康—经济中等发

达—经济发达”为时间维度的阶段性目标，以“东部

先行先富—东部带动中西部—东中西部协调并进

共富”为空间维度的渐进性目标［18］。由此可见，经

济现代化目标作为现代化目标的主体部分，决定了

其他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实现，而学界的已有成果

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

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全面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2.战略步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

不断调整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即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步走”战略构想，到改革开放

后的“三步走”战略，再到新世纪的“新三步走战略”

以及党的十九大的“新两步走”战略安排［19］。在此

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阶段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和相关

要求。具体来说，以 1978 年为界，我国分别实施了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三步走”战略，其中前者包

含“一五”“大跃进”、备战、“洋跃进”四个具体战略，

后者包含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几个阶段性战

略［20］。因此可以说，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根据现代化

建设目标及内涵调整的需要，创新规划了 21世纪的

新三步走战略步骤，将小三步发展为 1+2的新三步

战略，从战略步骤上创新建构了新时代现代化理论

体系［21］。
3.动力模式。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经济现

代化建设的动力模式大体上可划分为市场经济体

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两类模式，但在同一种体制模式

下，不同国家会有具体的机制差异。经过艰苦探

索，中国在 1978年以后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

济体制改革，不仅激励了不同所有制的积极性，也

通过竞争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率，而且生产要素的流

动释放了结构转型的增长力量，同时也使规模经

济、分工专业化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对增长的贡

献增加［22］。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成功

探索出全新的经济现代化动力模式，即通过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经济增长、推进

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15］。这一模式突破了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

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3］。为社会主义经

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动力模式方案并在学

界引起了广泛讨论。

4.战略路径。不同时期的经济现代化建设，都

需要根据发展阶段特征和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科

学的战略路径规划。有学者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百年实践发现，党一方面对我

国长远发展作出台阶式战略安排，另一方面领导编

制和实施具有明显台阶式发展特征的“五年规划”，

这一路径具有承继性、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等特

征［24］。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新时代经济工作主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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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要求是经济增长

源泉从要素投入的数量扩张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质量提升，这是新时

代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路径［15］。此外，

还有学者发现，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不

仅严格遵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其路径选择还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显著特征［25］。显然，党中央在新时代以来所

形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路径，不仅是针对经济发展

新阶段所形成的被动策略，也是围绕高质量发展目

标所刻画的主动诉求，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内在

一致性，而且在体系上具有有机系统性。

5.增长理论。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增长理论作

为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长期以来影响着经

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质量，因此学界一直都将其

作为研究重点。如有学者认为，我国 70年经济增长

理论的研究包括“赶超模式”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

范式引入，改革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增长源泉的

争论，长期增长路径、机制与结构等关键问题的探

索，近十年及未来着力于高质量转型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研究［26］。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

以来，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作为这一新道路的经

济理论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

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

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四条线索的交织推动下臻于

成型，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立场、基本框架和核心内

容［27］。此外，新时代以来学界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也

加速向纵深发展，如有学者对绿色增长的理论与方

法展开研究，在构建绿色增长理论框架体系的同

时，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绿色化发展提供理论

指导和决策依据［28］。
（二）从经济现代化动力类型角度的研究

从动力类型的角度看，学界多从市场化、城市

化、专业化、信息化、数字化几方面出发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体系进行分析。

1.市场化。市场化是一种在开放环境中，以需

求为导向、以竞争为手段、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

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有学者认为，改革

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中国

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依赖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

革［29］。有学者从要素流动角度指出，要素市场化配

置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应进一步推动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实现要素自由高效流动［30］。
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成

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动力因素。此外，

还有学者从市场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角度进行了

深入研究，认为中国特色市场化道路首先通过解除

地主经济对传统市场的束缚，形成初级市场功能拓

展的可能性空间；而后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形成

潜在的竞争性结构；在此基础上把市场培育成资源

配置的基础性机制［31］。
2.城市化。城市化是指人口加速向城市聚集、

城市规模加速扩大以及经济社会产生一系列变化

的过程。有学者从发展战略角度指出，建国初期执

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逆向的城市化运

动，因为这一战略直接导致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下

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水平

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32］。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

化进程快速推进并形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中国特色城市化

道路的鲜明特色是政府的主导性，在户籍制度与土

地制度的交互影响下，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农民

工、城中村、土地城市化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

市化问题［33］。显然，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

经济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有学者对

此总结认为，我国城市化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城市目

标模式、城市经济模式、城市道路模式、城市管理模

式、城市体系模式和城市生态模式的转型［34］。
3.专业化。专业化不仅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

等不同部门的专业化内容，还包括国际、区域等不

同经济范围的专业化内容，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此进

行了深入研究。如有学者从地区产业集聚角度出

发，认为专业化产业集聚对本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

具有促进作用，但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会减弱专业化

产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35］。也

有学者从数字要素投入角度出发，认为数字要素整

体投入和各类别数字要素投入均能显著促进制造

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且数字要素整体投入、数

字基础设施、数字媒体能通过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

来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36］。此外，还有学

者从企业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

了中国上市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并由此提高了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37］。可见，专业化提升了经济的产

出和协作效率，越来越成为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动力之一。

4. 信息化。随着 21 世纪以来信息化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不断上升并由此进入党和国家顶层设

计的视野，学界对其的关注也不断升温。如有学者

从产业经济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信息化对产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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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更具本质性影响，其中突出表现在产业融合的新

变化上［38］；与此同时，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也不断上升，对优化产业结构和平抑物价都起了

重要作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39］。有学者

从企业信息化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产业信息化、国

民经济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看

成是企业信息化的这种竞争优势机制在不同经济

层面上的反映［40］。此外，还有学者依据信息化综合

指数模型测算了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

上估算了信息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带动度和对三

次产业的影响差别，发现信息化对工业增长的贡献

最大［41］。
5.数字化。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生产关

系、提升了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以来，数字经济对

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愈发关键，其实践需要也推

动着学界研究的加速深入。如有学者运用政治经

济学原理分析了数字信息产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和数字产业的特点，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更高级、

可持续的经济形态，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

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

作用［42］。也有学者从要素形成过程出发，认为随着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而数据要

素运行机制的形成过程，既是数据形态从“数据资

源—数据资产—数据商品—数据资本”的演进过

程，也是价值形态从“潜在价值—价值创造—价值

实现—价值增值（倍增）”的演进过程［43］。此外，还

有学者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微观层面上通过互联网、移

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形成兼具规模

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在宏观层

面上通过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

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44］。
（三）从经济现代化行业领域角度的研究

从行业领域的角度看，学界多从农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体系进行分析。

1.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它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基

础，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的必

然要求。就学界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有农业产业

化［45］、农业企业化［46］、土地经营规模化［47］等不同角

度的理解。也有学者从经济制度角度进行了探讨，

认为经济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决定

性因素，农村经济制度影响农业增长不仅在于其影

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在于其提供利益空间的大

小［48］。还有学者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演进趋势进

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呈上升态

势，但在区域上具有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在地理距

离上呈空间正自相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49］。此

外，另有学者从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出发，认为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经历了从追求数量到注重质效的目标指向转变、从

静态培育到动态交互的施策理念转变、从“单维”重

视到“双维”并重的路径逻辑转变［50］。
2.工业现代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学界

一直以来都将工业现代化作为研究重点。如有学

者从工业化道路形成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共产

党能成功探索出城乡“两条腿”的工业化道路，缘于

党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战略主张，缘于农村社区集体

经济组织统筹和积累机制，缘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

革，缘于广大农民发扬“四千四万”精神［51］。也有学

者从工业化历史沿革角度进行探究，认为党领导下

的工业化实践经历了从建党之初培育壮大工业化

阶级基础，到土地革命时期明确工业化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性质；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民

用工业并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

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从改革开放时期开辟具有中

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新时代贯彻落实工业

化的新思路、新理念以开拓新格局的变迁过程［52］。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以工业增长效率、工业结构和

工业环境三个方面作为工业现代化的标志［53］，并指

出到 2020年我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但还没有全面

实现工业化，工业化进程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54］。
3.服务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在经济现

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下，服务业

现代化的进程和完成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

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55］。如有学者认为，改革

开放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攀升，其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序推进，就业主渠道地位更加

突出［56］。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

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其规模不断扩大，在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也存在一些不

足，如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就业

比重偏低等［57］。此外，还有学者着眼于服务业的技

术性质，认为服务业的技术性质并非一成不变，随

着现代科技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济服务化

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将趋于收敛，

服务业已成为在经济增长换挡期进行调结构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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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重要抓手［58］。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路径

学界已从多方面对如何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

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一批较高质量的

成果，推动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具体情况

如下。

一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新

时代经济现代化建设总体思路、全局方向以及发展

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现路径，在于进一

步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加强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推

进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

格局、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59］。
二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求加快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改革与管

理有效协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竞争

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配合的政策体系和运行机

制［60］。此外，也需从四个战略路径来着手构建，即

加快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共同富裕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内需扩大、形

成对外开放新格局［61］。
三是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

特殊国情决定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农业现代化因此也长期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

设的制约短板。为此，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必须以经

营制度创新为基础、以农业机械化为核心、以绿色

发展为方向、以现代农业体系为骨架、以乡村产业

融合为拓展、以农业安全为保障［62］，并在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健全完善农业

支持政策三个方面重点推进［63］。
四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经

济现代化建设最持久、最强劲的推动力。为此，要

尊重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依据实践需要不断

调整科技方针与创新战略，推动中国科技创新与社

会发展深度融合［64］。此外，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过程中，还要完善高校、科研院所创新驱动成果

转化的体制机制，加大创新驱动成果转化力度［65］。
五是着力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就要

求必须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以城市群

为重点推动区域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通过发挥各

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协同联动、合作共赢的区域

经济布局［66］。此外，要积极推行环、带状区域发展

新模式，打造东西双向互济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进建设更高水平的

新型城镇化，构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67］。
六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对经济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长期性作用，其完善程度关乎党领导经济

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所以，要从基本经济制度、经

济调节方式、增长驱动力和对外经济合作方式四个

路径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68］，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

展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加快营造与高效、公

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的体制政策环境［69］。
七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作为当

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其统一和完善不仅事关

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关乎新

发展格局能否顺利构建。因此应加大统一市场建

设力度，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市场

运行的法律规则和治理体系［70］。在此基础上，还需

制定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行为的负面清单，分区

域、分层次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按照要素的

公共性分类，先易后难地推进要素市场建设［71］。
八是加快完善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共享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中优化分配，要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在

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在有效区分公平分配与不

公平分配的基础上，提供公平的分配秩序，允许合

理的收入差距，调节不公平的收入分配［72］。此外，

要通过建设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既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

用，最终通过加快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

分配政策体系，推动我国收入分配体系更好适应和

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73］。
由上可见，学界对如何推进党领导经济现代化

建设已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推动相关理论研究

更加深入的同时也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五、评价与前瞻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

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已取得较为全面翔实的

成果。尤其在 2021年建党百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和 2022年党的二十大后，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研究

的高潮，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

代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框架。

然而由于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研究的时间较

短，并且经济现代化建设也尚在快速推进过程中，

所以已有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需进一步科

学界定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和边界，以有效区别于工

业化、现代化等概念。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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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尚未完善之际，经济现代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等

概念因标准不清、界限不明而存在交叉重叠、认识

模糊等问题，特别是信息化、知识化、数字化、绿色

化、去中心化等新特征的出现，使上述概念的内涵

和边界更趋复杂，从而致使学界不时出现混淆使用

这些名词的情况。因此，今后需要进一步科学界定

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和边界，在明确其与工业化、现

代化等概念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相关理

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二是需进一步加强学理性研

究。已有成果中对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宣传

解读性文章居多，偏重于政策宣传、问题解读、措施

引导等。这不仅使相关分析往往浮于表象、浅尝辄

止，还易造成大量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呈现出有

研究热度、但缺乏理论深度的状况。三是需进行多

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

设不仅涉及经济学，还涉及政治学、历史学、管理

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然而，已有

研究不仅多偏重于经济学，而且缺乏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论自觉，从而使现有成果的整体性和厚重感

不足。

总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刚刚开启之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和

深化对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不仅具有重

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具有只争朝夕的危

机感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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