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比较的视域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

王泽应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与现代化建设相

适应又引领和支撑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内涵丰富、义理圆融且境界高远的价值观。 就其核心要义而言,中国式现代

化蕴含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和价值导向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价值追求的价值观,凸显了赓续传统又面向未来、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以及

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价值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对“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

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等“现代化之问”作出了融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于一体的科学解答,锻造了

既内涵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又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发展,并为其提供价值源泉和动力支撑的价值体系,为人

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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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源于西方但不等同于西方化,不同国家

和民族因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必然形成不同

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价值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

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
予以自主性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不仅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

诸多弊端的,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需要的现代化理论,而且形成

了既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又反映中国式现代

化之价值需求,并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发展的

价值观,且体现出对世界现代化价值观和人类价值

观的深刻观照和创造性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

价值观既有着对中华文明价值观的创造性传承和发

展,又有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和坚守,凸
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

和人道主义为价值原则和价值规范的价值导向,还

有着对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批判性超越的鲜明特质,
为人类现代化价值观的多元建构及健康发展贡献了

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

一、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
核心和精神追求

　 　 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在工业革命、商品生产、城
市生活、全球市场基础上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以个

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
并且以之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1] 。 西方式现

代化内含和建构的价值观自诩为“永恒的正义”“永
恒的王国”,但其实它所反映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

益和愿望,并不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

愿望。
西方曾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开启了人类现代化

的发展进程。 “西方早期现代化,特别是它的原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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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化,是以现代私有制为基础,以自由市场为杠

杆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2] 资本主义国家的

现代化,遵循的是资本逻辑,奉行“以资本为中心”
“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
人主义为价值取向,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但也造成人对人像狼一样

的生存竞争和尔虞我诈、人性异化等种种恶果,这是

资本主义现代化自身难以完全克服的弊端。
拜金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奉行“资本至上”的

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和结晶。 资本以追求利润最

大化为根本动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3] 。 资产阶级把用于交

换的货币“当成万能之物” [4]242,认为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货币不能购买到的。 金钱确定人

的价值并决定人的尊严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

的本质规定性及价值评判的终极标准。
与拜金主义密切相关的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

西方现代化推崇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完全是为个

人利益而展开的,“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

性而是利己主义” [4]240。 霍布斯、亚当·斯密、曼
德维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提出了公开的利己

主义,并对利己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爱尔维修

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

的鉴定者” [5] 。 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撕毁了人类社会

的情感联系,代之以自私的需要,并使利己主义发展

成为一种大家普遍奉行的价值观。 无论是“唯我型

利己主义”,还是“个人型利己主义”,抑或是“普遍

型利己主义” [6] ,都是把自身的个人利益置于价值

追求的重要位置,是以有利于自身个人利益的实现

作为价值评价标准的。
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价值

观上的一对孪生兄弟。 利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

和核心,个人主义以利己主义为要义和宗旨。 马克

思指出:“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

则。” [7]个人主义以个人本位为思考和行为的出发

点,信奉每个人在人性上都是只顾自己的,主张“道
德行为、价值观和原则的最高权威仅为个人” [8] ,并
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 “西方文明孕育了适

宜现代性特有的个人主义,现代化过程反过来又促

进了这种个人主义” [9] ,“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提

供了一切肥沃的土地去滋长现代化的许多成分和元

素” [9] 。 西方现代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仅

割断了自我与社会的联系,而且导致了个人将自己

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中的危险。 “个人主义的根

源,既有理性缺欠的一面, 又有心地不良的一

面。” [10]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指出:“个
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

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少意义,更缺少对

他人及社会的关心。” [11]个人主义价值观只能使人

们产生价值观的冲突,而不能使人们形成道德行为

的共识。 “缺乏真正的道德共识” [12]是西方价值观

无法避免的结果,这决定了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无法

建构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只会诱发无尽的

意义危机和精神危机。
西方现代化因为以资本为中心,奉行拜金主义、

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导致了“物的世界的

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反比” [4]156,使西方现代

化走入“一条死胡同” [13] ,昭示着西方现代化价值

观并非人类现代化价值观的唯一价值选择,更非理

想的价值追求范式。 西方现代化无论在早期、中期

还是现当代,因受其价值观的影响而充斥着唯利是

图的贪婪、强取豪夺的占有及霸凌、霸道等行为,产
生了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弊端和危机。 随着现代化

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涌动,许多国家和民族相继进

入现代化社会,如何既汲取西方现代化的合理成果,
又避免西方式现代化的诸多弊端,成为世界各国现

代化进程中价值选择的重大课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的
核心要义和精神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与现代化建设

相适应又引领和支撑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内涵丰富、
义理圆融且境界高远的价值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

中生成且内涵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
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特色之中的价值观。 就其核心

要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和价值导向的价值观,是
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人
道主义为基本价值追求的价值观。 从人类价值观和

现代化价值观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

价值观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以个人主义、利己主

义、拜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化价值观,凸显

了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价值中心,以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为价值原则,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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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为价值规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

引领,并主张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为价值保障,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尺度的价值内涵

和价值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价值观以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并使之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始基,具有汇通古今中外价

值观之精华而又自成一体且体现出“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价值禀赋,表征出人类现代

化新价值观的价值感召力、价值吸引力和价值创新

力,为人类现代化价值追求开辟了崭新的发展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

上不断丰富” [14]13的基础上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目
的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它有着对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的总结

和借鉴,既对西方现代化及其工业文明成果予以吸

收,又着力避免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以拜金主

义、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及其所产生的

严重弊端,主张建构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价值追求,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和价值导向的价值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和价值导向的价值观,内
在地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和价值

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 它寄托着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

理想信念和价值夙愿,也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对美

好生活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期盼,成为反映中国各族

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

求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了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价值目标,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价值导向,培育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价值要求,构成中国式

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的核心精义,并同以人民为中

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为精神指向的价值观诸要义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

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相契合,与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时代问题

相适应的特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

练和集中表达,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文化软

实力建设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凝魂聚气、强
基固本的基础性工程,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价值引领和价

值导向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是

“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

思主义群众史观以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15]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

级政党的根本标志在于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

坚持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办事、为民

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

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16] 。 中国式现代

化价值观凸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主导性质和目的

导向,人民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目的、动力以及成

果检验的终极标准。 “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至上”
的价值观,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精神品

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 中国

式现代化的价值观要求顺应人民利益诉求,把对人

民利益的关切和实现人民利益置于现代化的中心位

置和至上价值,要求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

祉。 只有持续不断地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不断地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才能保

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才能凝聚起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内在地要求坚持社

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社会主义集体

主义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核心价值理

念。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表

现和价值凝结是既肯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优先性、
权威性,又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正当性,主张把

个人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兼
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坚

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要求“增强大局意识、战
略意识,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不能为了局

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 [17] 。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和价值

理念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当坚持全国一盘棋

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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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领导,持续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

达国家几百年发展的历程,完全是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结

果,是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

来,并自觉地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艰苦

奋斗、苦干实干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内在地要求弘扬社

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

题” [18]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价值

目标。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是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和价值

导向的,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价值的关联性和高度

的一致性。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的一个根本特质和价值要求就是要实现热

爱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有机统一。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既是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又能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和价值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要求弘扬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着对古

今中外人道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批判性继承与改造,
同时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需要,强调“以人为本”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

值追求,主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关心人的合理需

求和正当利益,建构良好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

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人的生活

品质和生命质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视域中,现
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坚

持“以人为本”,自觉抵制“以物为本” “以神为本”
“以权为本”,坚持把人当人看、把人当目的看的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有机统一起来,进而成功摆脱了西方

现代化价值观只注重物的现代化而忽视人的现代化

的发展陷阱,在价值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价值

观的成功超越。
整体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整合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核心、基本原则、主要规范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而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价值体系。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既内

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理念之

中,又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并引领其发展方向。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价值选

择,又是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本质上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这样

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以人民为

中心”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

值理念和价值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必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原则,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

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追求和发展国家、人民利益来实

现千家万户的个人利益。 与遵循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原则密切相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在地要求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始

终围绕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主

题而展开,其精神特质是实现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

义的有机统一,而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

质要求,更具有同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一价值目标的高度契合性和一致性。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

运动和发展过程,也必然要求弘扬“以人为本” “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透过上述

几个方面的价值建构、价值导向、价值引领和价值规

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

价值观与西方现代化所崇尚的以资本为中心,以拜

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要价值指向的价值

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展现出自己超越西方现代化价

值观的高明、伟大和合理性,为世界现代化价值观的

发展开辟了新的建构路径。

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
价值观的精神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既扎根中国大地,
又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色的价值凝聚和价值

整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支撑和价值引

领,凸显了优于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独特优势和价

值观魅力,凸显了赓续传统又面向未来、立足本国又

面向世界以及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活力与秩序

有机统一的价值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传统、历史命运和国情的价值呈现和价值聚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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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

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

界共同发展” [14]298的价值视野和价值特质。 汤因

比曾经预言,只有中国价值观才具有“把前工业社

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近代以来已经在西方和西方化

国家生根的工业方式这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又

避免二者的缺点” [19] 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建构的合

理性①。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

“不只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

判” [20] ;不只是中国旧的价值秩序的解构,也应该

是它的重构。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既

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20] ,是对近代以来“古
今中西之争”的一种价值整合与价值创造,同时也

是对西方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批判继承与双

重超越,有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对民

族价值与时代价值、本土价值与人类价值予以辩证

统一的综合创新,体现着赓续传统与面向未来、立足

本国又放眼世界的价值视野和价值追求。
第一,赓续传统与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 中国

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展现了中华民族“旧邦新

命”的价值特质,有着对西方现代化传统与现代二

元对立的价值超越,本质上是传承中华文明及其价

值观并促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

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及其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和深

厚根基的价值重构和价值赓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连续性,内蕴且培育出了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价值观,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凝聚力。 这种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价值观反对“传统与现代”的
二元对立或价值撕裂,主张“通古今之变”,在古今

会通中传承传统价值观并使其为现代价值观的建构

服务。 正是我国在历史不断的传承与演进中锻造提

升了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中华文化基因和价值观,
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道路,即注重文明和价值观的传承与更新,而不是文

明和价值观的断裂。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的

“旧邦新命”,在推动中华文明重新焕发出时代荣光

的同时,也凸显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可以传承发展的

内在特色和优势。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

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对中

国传统价值观予以批判性改造和审视,发掘出中国

传统价值观的合理因素,使其在经受现代化洗礼和

检测过程中实现新的发展,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传统

价值观的现代转化问题;也使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

价值观获得源深流长的价值观滋养和根脉支撑。 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有着对中华文明传统价值

观的批判继承和现代化改造,既赓续了中国传统价

值观的精神命脉,又对其作出了推陈出新式的整合

与 创 新, 使 其 “ 实 现 了 从 传 统 到 现 代 的 跨

越” [14]303。 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价值观涵养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精神气质,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

价值观源深流长的特质,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

观又促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实现现代转化并获得新的

发展活力,实现了“通古今之变”和“古今会通”。
第二,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有机统一。 中国

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既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

主、自信自强的精神品质,又呈现出胸怀天下、开放

包容的价值视野,有着会通中外又自成一家的价值

特质,“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

择” [14]294和价值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

观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更强调立足中国国

情和文化传统,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

身力量的基点上,依靠自身的努力创造现代化的发

展成果。 中国人民深知,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能

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世界上也没有谁能赐给中国一

个现成的现代化,即便赐予了,也会因此而失去独立

性。 所以,中国人民要想过上幸福美好的现代生活,
就必须也只能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艰苦奋斗、创新创

业。 只有立足自身,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

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与活力地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是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含辛茹苦、流血流汗

干出来的。 独立自主、自信自强不仅反映着中国人

民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蕴

含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
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

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

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
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要么就是跟

在人 家 后 面 亦 步 亦 趋, 要 么 就 是 只 有 挨 骂 的

份。” [14]279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强调走自己

的路,把鲜明的中国特色变成独特的中国优势,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锻造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国魂和民魂。 中国式现代

化蕴含的价值观在坚持独立自主和自信自强的基础

上,也十分注重吸收人类所创造的现代化发展成果,
吸收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不是追求“独善其

身”,“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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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共同实现现代化” [14]307,有着为人类谋进步、为
世界谋大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的价值自觉和博大胸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

观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尚,“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 [14]289。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

同于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普世价值”的地方在于,它
不是强行输出的以自身价值取代其他国家价值的价

值霸凌主义,不是以消减或阻抑其他国家自身价值

发展的单向价值普遍化,而是既存在于各个国家价

值观之中,又代表着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发展愿望的

价值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己所提倡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和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所提出

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建
构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价值观,而且是人

类文明新形态所置重的价值观,凸显了贯通中外又

“协和万邦”的价值胸襟和价值品格。
第三,在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视域

下的效率与公平同尊、先富与共富结合、活力与秩序

统一的伦理价值特质,凸显了对价值绝对主义和价

值相对主义的双重超越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和

刚健中正之道的深刻意蕴。
一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

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

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
相统一。” [14]23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发展经济和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任务,必然形成讲求效

率和注重效率并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 [21]的价值取向。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是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价值目标,要求以

“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进一步凸显

优质高效在投入产出中的比重。 只有注重和不断提

高效率,创造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多更好的社会财

富,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为实

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创造条件和提供基础。 中国式现

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公

平,坚持认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

在要求” [22] 。 公平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关系

对待的价值范畴,它要求立意 “公” 的角度,坚持

“平”的标准,去分配各种资源、利便或社会好处,坚
持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类人群及权利、利益关系,坚持

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和按应得分配的原则,建构以

权利公平、公正公平和机会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公平

保障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主张把效率

与公平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只有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有

优越性和生命力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

要有资本主义所没有的公平,也要有资本主义所有

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效率,以效率的提高促进公平的

进步,以健全的公平保障效率的发展,促进物的全面

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蕴含的价值观矢志不渝的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
二是先富与共富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蕴

含的价值观要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先富

与共富的关系,既肯定先富的合理性,更强调共富的

导向性,形成以先富帮后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

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
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

会有先有后” [14]96。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

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改良技术而率先富裕起来,
以先富帮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处理

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并使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

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分好。” [14]97

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这就需

要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提高人民群众就业

能力和致富本领,形成靠勤劳、智慧致富的社会风

尚,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福利主义陷阱”;
同时要把“蛋糕”分好,这就要求注重经济发展的普

惠性和分配的公平性,想方设法增加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切实解决地区差

距、城乡差距等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共同富裕。 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既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

矢志不渝的价值目标,也将这一价值目标视为最基

本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行动的价值引领,要求在现

代化发展过程和实践中始终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为价值导向和检验现代化成效的价值标准。 中国

式现代化“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

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

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23] 。 西方现代化是为西方国

家少数资产阶级谋利益并以追求资本增值为根本目

的的现代化。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在创造

比过去一切世代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的同

时,也造成了难以遏制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使
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24] ,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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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手中,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两极分化严重。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增进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的现代

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

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14]99。 只有确立

起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并采取有效措施持续不断地

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人民群众

的高度价值认同,进而产生出坚决拥护、大力支持、
积极献身、无私奉献的自觉自为行为,使中国式现代

化蕴含的价值观真正进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并成

为其价值共识和价值禀赋,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健康发展的精神旗帜和价值导向。
三是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一个现代化的

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

与秩序有机统一。” [14]222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处理好这对关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中国式现

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

平衡。” [14]234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面临着十分繁重的建设任务和各方面的挑战,特
别需要培育和践行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日新不已的

价值观,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迎着困难去战斗的

精神姿态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创新民族的精神慧命

和文明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把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摆在国家发展的突出位置,主张大力推

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

方面的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致力于营造一个人尽其才、物尽

其用、货畅其流的活力四射的社会发展环境。 同时,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又特别注重建构活而不

乱的社会公共秩序。 秩序,最一般的含义是指一种

有组织的状态和有条理的运行状态,内含公共秩序

和善良风俗②。 社会的运行可以分为良性运行、中
性运行和恶性运行。 良性运行就是“有序运行”,指
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各要素能按照一定的顺序和结

构发生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主张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政
治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

强制度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主张正确

处理活力与秩序的辩证关系,坚持既要充分调动全

社会、各方面的活力,让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得以充分

激发,又要使活力在秩序或规则许可的范围内释放,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
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还要求正确

处理竞争与协作、战略与策略、发展与安全等的关

系,建构竞争与协作辩证结合、战略与策略有效衔

接、发展与安全有机统一的价值观。 这种既有根有

魂,又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建构路径和建构宗旨,确证

着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守正创新意识”和“立己

达人精神”,彰显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特质和神韵。

四、结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
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对“我们究竟需要

什么样的现代化” “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等“现代

化之问”③作出了基于具体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现

代化发展目标的科学解答,锻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所

需要的价值体系,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价

值选择和价值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的理念、主张、方案” [25]的价值凝结和价值呈现,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理论、制度和

文化的价值确证和价值升华,已经引领和支撑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并将继续引

领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和价值导

向,以人民为中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鲜明主题的爱国主义,“以人为本”
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人道主义,
既内蕴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价值支撑和价值引领,并以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凝

聚力、价值感召力、价值向心力对“现代化之问”作

出了科学合理而又深邃高明的回答。 这意味着中国

式现代化要实现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

标,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并造福于中国人民的价

值理念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追求的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价值导向,强调的

是“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凸显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不仅有对“我们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的科学而精准的回答,而
且有对“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确切而实际的回

答,主张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

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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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老路” [14]290,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共同

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在凸显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工具合理性的

价值指向和价值要义,含有集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等的有

机结合与辩证统一,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上

的新型价值观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①汤因比认为,西方式现代化所形成的以资本为中心,以拜金主义、
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关注的仅是资本家个人的

利益,“他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他们自己

和全人类”。 只有在西方以外的国家才能够找到一条“被西方所搅

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使人类生活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

性的力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
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在 1972 年出版的。
他借助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类型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与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及其价值观的建构若合符契,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汤因比基于

中国文明及其价值观特性而对现代化价值观预见的高明性。 ②公共

秩序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基本秩序和根本理念,是与国家

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关的基础性原则、价值和秩序。 善良风俗是指基

于社会主流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习俗,是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遵循的

道德准则。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中提出“我们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

问”,并主张面对现代化之问,各国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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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Wang Zeying

Abstract:The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reasonable in meaning and lofty in realm,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modernization and lead and suppor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s far as its core meaning is concerned, the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re essen-
tially values that tak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value guida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values that take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so-
cialist collectivism, patriotism, and humanism as the basic value pursuit. They highlight the value traits of inheriting tradition and fa-
cing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country and facing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organic unity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wealth first and com-
mon prosperity, vitality and order. The valu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ve provided scientific answers to the “modernization
questions” such as “what kind of modernization do we really need” and “how can we achieve modernization”, which integrate value
rationality and tool rationality, forging a value system that is not only implicit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ut also can lea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 value sources and power support for it, providing new value choic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for huma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modernization; sense of worth; people-centered;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责任编辑:思　 齐

401

　 2025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