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精

神文明，是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文

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明。这种文明注重使14亿多人口

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体现的是

“全体性”；注重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体现的是“共同性”；注重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相协调，体现的是“协

调性”；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

现的是“共生性”；注重走和平发展

道路，体现的是“共同命运”。全体

性、共同性、协调性、共生性、共同

命运，都与“全要素文明”具有本质

一致性。

“全要素文明”属于人类文明，

具有人类文明属性，是中国式现代

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现代化不仅与生产力发

展直接相关，而且与生产关系、根

本制度紧密相连。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根本制度决定着西方现代化

必然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西方文

明必然是“资本文明”。就是说，西

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成的是“资本

文明”。西方现代化有“两大支

柱”，一是“天上”的哲学“形而上

学”；二是“人间”的“资本”。哲学

形而上学这一支柱属于理论上的，

具有抽象性；资本这一支柱属于现

实实践上的，具有具体性。哲学形

而上学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一个

最高、最根本的“一”，用这个抽象

的“一”来统治现实社会中的“多”。

这实质上意味着西方是把西方现

代化看作世界各种各样现代化的

最高、最根本的“一”，具有统治性，

意图统治世界各种各样的现代化，

让世界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都服从

西方现代化的统治。现实实践上

的“资本”主导西方现代化进程，各

种要素如劳动、技术、管理等，都因

资本而聚集在一起。哲学形而上

学的“一”与现实中的“资本”联姻、

共谋，推动着西方现代化进程。资

本具有双重特性：在生产力方面，

它具有聚集一切生产要素而发展

生产力的作用；在生产关系方面，

资本又具有“吃人”的本性，正如马

克思所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

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由此，西方现代化所生成的

文明主要是“资本文明”，这种文明

具有“一”的统治性，不具有人类

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

现代化所生成的文明，区别并高于

西方的“资本文明”，是社会主义的

“人本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民本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是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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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重大原则之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之一，是坚持人民至上。

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

以资为本，导致物对人进行统治，

人成为物的奴隶；社会主义以人为

本，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注

重自主个性，使人成为自己命运的

主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

社会主义的一种实现方式、实现形

式，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人为本在政

治上的根本实现方式、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的人本文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民本文明属于人类

文明，具有人类文明属性，是中国

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

新形态。

人类文明具有共性和个性。

就人类文明的共同本质特征而言，

它具有共性；就人类文明可以以不

同形态存在和实现而言，它又具有

个性。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都可以

为创造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

了一种新的选择。它代表着人类

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方向，因而是一

种最具光明前景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

以上五个维度是一个具有内

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既体现

出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相统一，也

体现出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中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还从历

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哲学根基上谈论人类文明

新形态。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

了中华传统以家庭伦理为基点的

伦理型文明，也超越了西方立足于

市民社会的“物的依赖”基础上的

“资本文明”“单向度文明”“殖民扩

张文明”，开启了立足于人类社会、

立足于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人

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以人民为本

的“主主平等文明”“全要素文明”

“和合普惠文明”“人本文明”“民本

文明”。H
（作者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

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

专家。本文节选自韩庆祥著作《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开 创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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