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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中的外化和体现。它既突破了前苏联以高度集权

高度集中为特点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又超

越了西方以资本和武力为后盾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

资源进行侵略和掠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把社会主

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这些明显特征。其一，“人口规

模巨大”。人口基数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推动14亿人

口整体迈向现代化，其规模、复杂和困难程度都远超原

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与以资本至上为根本逻辑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

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

目标。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两个

文明”协调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永续发展。其五，“走

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倡导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走的是共商共建

共享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

学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局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功开辟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与此同时，我国进入发展关

键期、改革攻坚期、社会矛盾凸显期，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进入加速演进期，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面临的风险

和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时刻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第一，社会矛盾发生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进入新时

代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转变成了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在这对矛盾关系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

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不

平衡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区域、城乡、结构和分配等方

面。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

间、省区间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

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差

距；结构发展不平衡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领

域间，及各领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分配不平衡集中在

收入分配不平衡和财富分配不合理两个方面。这些不平

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

不充分的发展集中在改革、经济发展总量和质量、生产

要素供给等方面。改革的不充分、不彻底，导致体制机

制弊病无法根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经

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不充分，很难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

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生产要素供给质量和能力发展不

充分，则妨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

第二，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加凸显中国式

现代化的发展难题。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为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

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

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表明了

下一步改革的艰巨程度。必须承认，当前我国改革仍面

临较多问题和阻力。一是改革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触

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容易招致既得利益者的

各种阻挠。二是体制机制弊端是改革梗阻的根源。完善

的体制机制是改革活动顺利开展的保障。目前，我国制

度建设尚不完善，旧的体制机制固化、新的体制机制落

实不畅等问题，直接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三是传

统思想观念在社会中仍有较深影响。

第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进期，影

响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际环境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影响因素。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

界、时代和历史之变更加明显。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实现了信息、生命、能源、空间等领域的原

创性突破，深刻改变着全球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结构，

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其次，国际秩序和国际力

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

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推动国际格局呈现出相对

均衡的态势。此外，全球性危机频发，导致世界经济低

迷衰退。一方面，国家间的地缘政治问题仍然存在，民

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时常抬头；另

一方面，恐怖主义、科技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生态

环境问题等全球性问题逐渐增多，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

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时刻影响着国内形势，是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