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4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uly. 2016 / No. 4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自觉和实践超越

——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批判视角

高登辉  刘卫财  王海亮 *
a

［摘　要］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共同追求，但不同

民族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模式应有所不同。资本逻辑推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巨

大成就，但也产生和积累了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弊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日益显现的颓

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应时刻保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

史性审视与批判，基于对世情与国情的深刻认知和把握，坚持独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选择，自觉超越西方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人类社会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关键词］  历史自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所谓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是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社会领域的一种革命性

的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17世纪的西欧率先开始了人类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资产阶级

以暴力推动商品和资本输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外围”和“边缘”地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的形成，似乎现代化就是“欧化”、“西化”，即资本主义化。但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革命推动的人

类从农业文明社会发展为工业文明社会，进而为信息社会，为共同内容的全球性历史变迁过程，而资

本主义现代化只是这一过程在西方国家借以实现的特殊社会形式而已，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将在自己的

道路上走向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既要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负面价

值保持批判，更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话语逻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一、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审视

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及现代化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诸如：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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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欧洲中世纪封建神权对人的精神思想的奴役与禁锢，实现思想解放；推动科技进步并把科技大规模

应用于生产，实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努力和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开拓了世界市场；

工业化发展促进了生产集中和服务的规模化，从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为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资

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反对封建特权，从而推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这一系

列成就的取得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值得我们汲取。但在

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产生和积累了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弊端，对此必

须进行批判性审视和历史性的超越。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商品、利润和资本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已

过度极化了，单纯的资本利润最大化追求一次又一次地引爆经济危机损害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2007

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再次用铁的事实

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商品、利润和资本作为自己的唯一驱动力的巨大破坏性。周期性经济危

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痼疾。

资本利润最大化驱动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伴随着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导致物的世界的过度膨胀对

于人的世界的极度压抑。对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物化世界的极度膨胀及其对人性世界的

残酷压抑与控制，马克思曾进行了深刻分析和严厉批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

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a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014年3月

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几百

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历史的真相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宣

扬的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会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在西方发达国家，即使所谓的法制

已相当完备，但大部分社会财富依然集中于最富有的1%人口手中，而在印度、俄罗斯等只讲私有产

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国家中，其社会财富更是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在资本主义

私有制条件下，这一历史趋势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的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

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b在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始终无法克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折磨，其根本原因在

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难以摆脱技术、商品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也就是物的逻辑的支配。物的逻辑支

配着人与社会，统治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是资本主义制度

及其运行方式固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对物化世界的放纵和对人的世界的漠视，也是人的精神压抑与

不自由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人的劳动的异化与人的自由的丧失。西方资产阶级是高喊着“自

由”、“平等”、“民主”、“天赋人权”的口号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而在美国绝大多数制宪者的眼里，

民主是对财产的最大威胁。他们认为，民主的多数原则、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肯定会对财产权构成威

胁，所以资产阶级只能用表面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来掩盖事实上的资本统治。“资本的逻辑”

对人的压抑和控制是通过劳动的异化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

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人的肉体生成的手段，��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

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c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科技文明在资本主义生

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90页。
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277页。
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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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中并未成为促进人的发展的手段，也没有成为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必要途径，反而造成人

对技术及其产品更深层次的依赖，技术不仅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而且资本极力寻求与一切

新技术的合作而获得权力的机会，进而成为支配人与社会更强大的外在力量。而劳动依然是为资本

增殖服务的，劳动仅仅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是一种对人性的扭曲。劳动者变成了“精神上

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在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造

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富裕发达，另一方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

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即使是“福利国家”政策得以广泛推行的今天，这种

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

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其中看

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a作为奴役者和压迫者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本质上

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也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要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

的这种对人性的压抑与控制的弊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

模式并开创新道路。

二、 突破西方金融霸权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史实践

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是中华民族坚定不移奋斗目标。但在

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统治世界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独立自主的制度和道路选择的依附型发展是没有

出路的。可以说“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壮大的道路与众不同”b。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与工业化努力在

西方列强的打压下都归于失败。事情正如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所公开扬言：决不能

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

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资本帝国主义的霸道和狂妄

及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打压意图暴露无余。突破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强大阻力，实现中国的现代

化发展，根本力量源泉在于以新的制度安排把中国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效地组织起来，开辟新的

现代化发展道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三大任务，主张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实现国利民福，进而提出“社会主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但辛亥革命后的

中国徒有民国的招牌，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有效地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开辟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中广泛而深刻地动员、组织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全社会的团结稳定，为开展大

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真正开启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依靠野蛮残暴

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对外侵略掠夺来满足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追求，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

向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三大改造”的完成，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全体人

民在公有制基础上共同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一方面极大地动员和组织起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力量，另

一方面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安排：由于生产资料完全

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 44页。
b王永贵、夏禹：《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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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需要经过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

域，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又避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现代化建设资金严重

短缺，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现代化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金融霸权的封锁

和打压，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选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这种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安排与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选择，在民族工业刚刚起步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条件

下极大地避免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剥削与掠夺，最大程度地捍卫了国家和人民利益，避免了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政治上实现了独立，而国民经济命脉却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悲惨命运。走独立自主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独立，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境界。冷战后

期，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抓住机会重返国际社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随着

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然选

择。中国社会全面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对立思维，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使社会

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在现代化

发展过程中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高效、执行有力的制度优势，又发挥市场灵活

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激活整个社会创造力，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统一协调起来，

从而开辟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既适合经济规律又适合政治需要、文化需求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现代化发展道路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又超越了资本利润最

大化追求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了西方资

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几百年的成绩，创造了现代化发展奇迹。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市

场价格和国际价值的形成，在实际运行中是一个价值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过程，即资本流

遍世界而利润流向西方。这就必然导致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体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突破全

球分工条件下这种不平等的积累结构，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与国际金融垄断

资本相抗衡成为唯一正确的道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开启转型升级进程。2007年发端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

经济危机依然在全球持续发酵，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警示人们，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

现代化发展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已然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济

社会和现代化发展的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如果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侧重经济增长的

速度完成赶超的任务，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将更加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

的改革激发全社会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创新活力，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全面超越；

如果说金融危机前中国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侧重于经济技术领域，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现代化发

展将更加突出社会和民生领域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在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和时代背景下定位

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a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推动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

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突出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旨向和人民性；如果说金融危机前

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认识与实践还有许多不足的话，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特

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提出“四个全面”、“五位

a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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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一带一路”及新发展理念等发展战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更加积极主动自

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

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a

三、 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分析

中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制度框架与发展模式不符合西方的

“民主”、“自由”、“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由此招来西方的诋毁、责难和“中国崩溃论”的唱

衰。问题的要害不仅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本身对西方社会形成的竞争压力，更在于现代化

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追求提供了另一种可资选择借鉴

的道路与模式。

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各民族地区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发展，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

势崛起及向全球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而形成了西方中心—边缘亚非拉的支配与被支配不

平等的世界体系，“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由此滥觞。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们如意大利的维科，

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等都关注到世界历史的形成，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观点，但他们把西欧看成是世界

的未来，把西欧的一切都标准化，便以此来裁剪世界及其历史走向，从而使世界历史思想蒙上了狭隘

的地域阴影。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了两个“普遍”的唯物主义认识：即

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的全球扩大

进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溢出效应充当了促进非西方世界工

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共同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历史发

展的规律性结果。正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同样推动了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一样，人类文明

发展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明确告诉我们，在两个“普遍”的推动下，世界

各民族国家都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的非正义、非人道导致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残酷现实，力求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以牺牲、贬损

人的价值为代价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道路。于是，马克思修正了其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历史

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方社会在人民革命胜利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土地公有制基

础上，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的历史发展前景，从而指明了东方社会的非西方化的现

代化发展路径。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顺应人民与时代发展

进步要求，独立自主创造性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直接碰到的

具体的现实的条件下自觉自主行动。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

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以物质生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

社会的中心任务。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必须通过工业化而走向现代化，创造物质财富以实现国家

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价值追求。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动因和机制，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

心就是如何认识和驾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业化和

a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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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制度性安排必然要超越资本逻辑，引导资本为国家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走共

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人类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

的经济与科技问题，而是政治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是资本支配着

劳动，资本逻辑支配着社会、自然、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从而导致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人自身的危

机。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为应对这些危机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改良、改善，但都不能

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和资本利

润最大化追求的无限扩张。而且随着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这些危机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成为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由重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过渡到农、

轻、重协调发展，发展生产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相协调，再到正确处理工业化进程中的“十大

关系”，理论与实践自觉的意识逐步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在融入世界经济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理

论认识与实践探索中更加积极自觉地协调经济、社会、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四个全面”和“五位

一体”的发展战略，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

中国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进步，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自身，而且也深刻影响

着世界。国际政治经济重心正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向亚太地区，世界整体“向东看”，尤其是向中国

看，这是世界历史体系五百年来最深刻的转型。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振再一次焕

发出令世界瞩目的勃勃生机，曾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边缘化”的中国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当

今中国正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与机构的制度

性安排引领并塑造着这个世界的未来面貌。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推动世界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

历史转折点。可以预期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必将愈来愈成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发展

的价值共识与目标引领，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模式的唯一性，从而极大地推动

人类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与进步。

  （责任编辑：王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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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chiev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marks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though it is the common pursuit f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fulfi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approaches to this fulfillment vary from nation to na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capitalism have made a lot of accomplishments，but the unavoidable contradiction 
and shortcomings have appeared accordingly.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al mode has lost its momentum. In light of this，China should critically and historically review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mode in the process of its own modernization drive. In order to open up 
a brighter prospect for human society，China should also overtake the western mode and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ly and unswervingly on the basis of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world affairs and its own condition and its autonomy in choosing its political system and road to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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