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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谈·

全球史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编者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各国对现代化

道路进行了各自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

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100 多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现代化梦想、探索现代化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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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展

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刊约请学者

围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撰文，以期通过全球视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

世界意义。

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A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虞和平

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是指新中国成立前近代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

家富强的努力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细致分析中国人如何争取实现早期现代

化目标的方针、途径和成效，才能深入揭示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过程中道路选择

与主体转换的重要意义，才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和重大原则的理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工业文化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研究

（1860—1949）”（22JJD77003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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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务运动时期的探索

以“自强求富”、抵御西方侵略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

端。为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开明官员都有所谋划，从而产生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道

路的理论探索。首开其端的是魏源，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幕僚跟随两

江总督裕谦亲历定海和镇海之战，目睹了中英军队和武器的差距。鸦片战争一结

束，他就根据所见所闻和林则徐移交的《四洲志》手稿，相继编纂了《圣武记》

和《海国图志》，分别于 1842 年和 1843 年刊行。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

想，A主张采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抵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和科

学技术，由官民共办军用和民用企业，除仿造西式战舰、火炮之外，各种民用物

品“皆可于此造之”，B由此强军富国，抵御外国侵略。魏源在此所论，涉及中国

早期现代化的两大内涵，一是工业化；二是反对西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C

徐继畬深化了对“师夷”思想的认识。1836 — 1851 年，他先后在广西、广东、

福建任职，官至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较多地接触到外国官员、商人和学者，为办

理“夷务”去了解、研究世界，并于 1848 年刊行了《瀛环志略》。在此书中，徐

继畬比魏源更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诸国通过发展工商业而致富强的状况，涉及欧美

各国的机器、火器、铸造、轮船、枪炮、纺织等工业的情况；而且屡屡指出，西方

的枪炮发源于中国的火器，但是他们能够在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制造出锐利易用的枪

炮，中国既要深刻思之，更要仿而效之。

徐继畬还较详细地介绍了魏源著作较少涉及的欧美政治经济制度。他说：美国

各州之统领，“以四年为任满”，由民选产生；再由各州统领中“推一总统领”。D

徐继畬虽未明确建议朝廷学习欧美政治经济制度，但他编写《瀛环志略》的主要动

机，意在“上佐天子，布大德于埏纮；下绥黎元，乐匡生于衽席”，E也就是希望

皇帝能参考他所提供的西方诸国的工商情况、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致国富强。此书

得到朝廷和不少重臣的重视，1866 年经同治皇帝批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刻印送

 A  魏源：《海国图志》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原叙”，第 1 页。

 B  魏源：《海国图志》上册，第 30 页。

 C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

前提。马克思指出，被压迫民族只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枷锁之后，才能

收到“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 卷，第 861 页）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反对西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既

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主要动力之一，又是现代化的主体目标之一。

 D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 9，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年，第 734 页。

 E  徐继畬：《瀛环志略》，“彭蕴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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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臣参阅。

此后，又有翰林院编修出身、后为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继承发扬魏源之说。

他于 1861 年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主张“制洋器”、“善驭夷”、“采西学”，

并将此书呈送曾国藩，希冀得到参考施行。对于制洋器，他认为，欲师夷长技必

“重其事，导其选”，对于师夷长技有所得者，按水平高低给予直接参选举人、进

士的资格，并给予“倍蓰”之俸禄，“勿令他适”，持之以恒。如此，则可望实现

对西方长技“师之”、“齐之”、“上之”的“自强之道”。对于驭夷，他认为外敌虽

有和、战之变，但会长期存在，驭之之法莫善于“自强”。对于采西学，他从中国

需选译西书的角度提出：“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者”都应择而译之。“如以中国之

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A在他看来，中国的社

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是好的，只是缺乏长技而已，只要把诸国长技学过来，自然也

能实现富强。

冯桂芬此言被学界视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论的创始之说。其

实，冯桂芬也有论及改革伦常名教之处。他认为我弱夷强，是因为中国“人无弃材

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但是这些问题不

需要学习西方，只要法古改革便可解决，“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不难做

到。冯桂芬的思想与魏源、徐继畬的思想有相当的继承关系，区别在于如何改革旧

有政治制度。冯主张法古改制，择善恢复古法，“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B

而魏、徐意在师夷改制，但两者总体上同属“师夷”思想。

1861 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洋务运动的兴起，其主要发起人曾

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思想与魏源等的“师夷”思想多有承接。如曾国藩读过

上述三人之书，受到一定影响，他在 1860 年答复朝廷关于借洋兵镇压太平天国的

奏折中说：此两事获洋人船炮之助，“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

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奏请购买外国轮船和大炮，将此视为“救时之第一要

务”，并建议采用之后应“继而试造”。C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在攻破太平军

占领的安庆之后，随即设立军械所，开始试造新式轮船和枪炮。1862 年，他又在

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出，“以忠刚摄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于

公是望”，D即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业寄希望于李鸿章。从此，曾、李联手，发

 A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第 76—77、79—81、83—84 页。

 B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第 75、3 页。

 C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 12、14 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 1 辑第 1 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2262—2263 页。

 D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牍》第 20 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
辑第 5 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14825—148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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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以学习外国制器之术仿造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那么应如何自强？李

鸿章认为，此道就在于对外夷“师其所能，夺其所恃”。A左宗棠也认为，此道

“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B1875 年，他为

重版《海国图志》作序时指出，魏源所以编书倡言“师夷”，旨在日后“见诸施

行”；并将自己在“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等举措，称为“此魏子

（魏源——引者注）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C即按魏源所言而行之。此后，随着

洋务运动的开展，如曾、李、左所行而行之者有所增多，“师夷”之范围从枪炮、

轮船扩大至电报、矿冶、纺织、火车等领域；“师夷”之主体从官员扩大到绅商；

“师夷”之领域从军事、工业、交通扩大到科技、文化，从而拉开了中国早期工业

化的序幕。

但是，从洋务派官员的所言所行来看，魏源等的“师夷”思想只实施了一

半，只限于工业长技方面，而对于政治制度方面则毫无举措。因此，洋务运动

只是一种残缺的现代化尝试，其效果亦大失朝野所望。如户部评论说：制造机

器等局耗费巨大，“一旦用兵，仍需向外洋采购军火，平日工作不勤，所制不

精”。左宗棠所建的福建船厂，“铁甲兵舰仍未能自制”；张之洞所办的湖北枪

炮、炼铁各局厂，亦“未见明效”。D民间更是大张声讨，有人批评说，洋务

派的“师夷”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于“整顿之法，救弊之

方”懵然无知，只为“享富贵、贻子孙之计”。E严复痛斥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

得要领，只是为自己谋取权利，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徒剽

窃外洋之疑似，以荧惑主上之聪明”，借机谋私。F梁启超批评洋务派是逐末舍

本，不知富强之本源，只变事不变法。

此外，洋务运动还有诸多消极和阻碍因素。在主观上，一是行动迟缓，虽在第

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即有自强之议，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才有行动；二是举措

不力，仅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张之洞四个封疆大吏有一些主动的行动，其余

多是跟风附和而已；三是中央政府“自强求富”意识淡薄，大量资金被用于修建皇

家园林或贪污中饱；四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国策和规划，各派系自行其是；五是只学

 A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0 辑

第 691 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677 页。

 B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65 辑

第 646 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2901 页。

 C  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第 227 页。

 D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3637 页。

 E  黄庆澄：《防倭论》《纵论中倭大势》，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北京：中华书

局，1958 年，第 479、490 页。

 F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严复诗文选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4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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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技，不改国体，虽有官员和士子呼吁立议院、行民主，但未被朝廷采纳。在客观

上，既有诸多守旧者、反对者、观望者，使洋务之举多生障碍；又有西方列强不时

侵扰，影响洋务进展，甚至加以破坏。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现代化同时起步的

日本打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之梦完全破灭，其求强求富和制夷之策的失败，

也意味着这次现代化道路探索归于失败。

二、清末有识之士的探索

甲午战争后，中国再次面临道路选择。1895 年 7 月 19 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

要求大臣们“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并采择各大臣条陈建议，列举“应

及时举办”之事为：“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

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A其

力图改进之处，一是“力行实政”，提高行政效力；二是扩大范围，进一步推行洋

务事业建设；三是要“恤商惠工”，扶植民办工商业。可见清廷开出的救国方子仍

是以洋务求自强，只不过表明要加大力度、开拓广度、改正态度，说明当时朝廷已

黔驴技穷。于是民间有识之士起而代之，开始努力探索新的富国强国之道，使中国

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新阶段。

甲午战败，有识之士在深刻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缘由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救国

强国之道，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及其维新之道，孙中山为首的革

命派及其革命之道，使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向，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师夷造器

为纲，转向以变法改制为纲。

作为维新运动首领的康有为，其变法维新的思想与魏源、徐继畬的“师夷”

思想有直接关系。他在 1879 年阅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为讲西

学之基”，B开始接触“西学”知识。1895 年，他集结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

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练兵、变法、拒夷四项建议，其核心是“变法”，

以此为“立国自强之策”。其举措，包括富国、养民、教民和“改官制”、“去隔

塞”、设“议郎”。其中，设“议郎”是“改官制”的新办法，具体做法是：全国

各地每“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官民“皆得充选”。议郎当选后，到朝堂轮流

值班，与皇帝共商“内外兴革大政”，以“三占从二”议决后，“下施部行”。此

法有一定的西方议院性质，但不用西方“议院”之名，而是“用汉制”，名“议

郎”，突出本国特色。同年 6 月 30 日，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使用了“议院”

 A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3631 页。

 B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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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并保留“议郎”之制，改名为“开门集议”，A

似有中西并用之意。

1898 年 1 月，康有为又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全面变法三项建议，其中

第二项再言改制之事，但不再言议院之事，而是另作建言：“设制度局于内廷，选

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皇上每日亲临商榷……然后敷

布施行。”并强调“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乃最为根本之事。其下另设

“十二局分其事”，B分类办事。照此而言，该制度局实属一个官制改革和行政办事

机构。同时，他在《日本变政考》中既建议皇帝仿效日本以议院为中心的三权分

立制度，又强调不可操之过急，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

非其时也”，C认为当下中国还没有条件设立议院。可见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

的民主变革思想并不明确和坚定，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知也未超过魏源、徐继畬

及洋务运动后期出现的早期维新派，他所提出的设“议郎”、开制度局，只是议院

政治的前期准备，为维新派参政打开方便之门。戊戌变法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

旧势力镇压而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转变为保皇立宪派，开始以要

求开国会、制宪法为中心的政治变革运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立宪派的立

宪之梦彻底破灭，也宣告了康有为等企图依靠清廷自行立宪改制带动现代化发展

的道路探索彻底失败。

在康有为等致力于维新和立宪运动的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也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孙中山对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思考，集中表现在他的革命纲领

“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酝酿形成的。在中日激

战正酣之际的 1894 年 11 月，孙中山于美国檀香山创建他领导的最早革命组织兴中

会。其入会盟书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D意味

着要推翻清王朝统治，复兴中华民族，建立民主政府，已经带有民族主义和民权

主义的内涵。

1905 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三民主义。他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

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他强调民生主义之特别重要性，指出世界近

年来，“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

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表明，孙中山是在考察和总结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

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三民主义的，并确认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

 A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15、116—136、
149—150 页。

 B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028—4029 页。

 C  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77、116、144 页。

 D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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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和有效措施。他又结合中国的情况指

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又有“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

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A尚

可以后视情而行。这就是说，在受列强侵略而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欲图国家

富强，也必须以此三民主义行之，要先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继之以解决贫富分化的民生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根本目的在于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一方面，孙中

山在兴中会成立时就明确表示，面对列强侵略，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

切扶大厦之将倾”，本会之设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另一方面以推翻清王朝作为挽救

民族危亡的前提，因为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导致列强的侵略压迫，所以要摆脱列强

侵略压迫就必须先反清，“非革命无以救重亡”。B

所谓民权主义，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

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认为共和制

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实行这一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亦

当如此，否则有悖“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他还设计了民权主义

的具体实现形式：“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

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C

所谓民生主义，包含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策略。1905 年，孙中山明确

把“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并解释其含义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

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

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D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财

富的再分配政策。

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经过多年不懈战斗，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

治，结束了延续 2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中华民国。可惜孙中山很快就被

迫让位于袁世凯，尽管三民主义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国初年的历史进程，如民

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民心，迅速粉碎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之图，保卫民国和宪法

的护国、护法运动接踵而起；民间大兴实业，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工

业获得发展的窗口期。但是，孙中山失去了政权，就失去了实践三民主义领导中国

走向现代化的机会，也标志着三民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有待于新三民主义

道路的诞生。

 A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88 页。

 B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9、442 页。

 C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25、283、297 页。

 D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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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的新探索

孙中山在让位于袁世凯和二次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停止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

斗。首先，他重整革命组织，于 1914 年 7 月将逃亡在外的原国民党人重新组建为

中华革命党，将革命过程设定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重启民主革命，重行

强国富民之业。他在领导护法运动失败后，反思以往革命的成败教训，重新审视三

民主义，于 1917— 1919 年先后著就《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合

称《建国方略》，为 1919 年中国国民党的正式成立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亦为民国建

设制定全程方案。

其中，《民权初步》主要解答了民国的民主政治含义，并具体讲述了议院

的“议事法则”，“以教国民行民权”。孙中山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指出民国的

含义是：“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又借鉴瑞士的民主制度指出民权

的含义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

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

也。”A有了这样的民国，中国才能成为“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

乐之国家”，从而进一步明确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和决心。《实业计划》是孙中

山最为重视的部分。他对民生主义作了重大理论更新和内容增补，尤其是“节

制资本”的论说，由此完善了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后来的广州、武汉

国民政府，乃至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

经济发展途径提出了新的思考：首先，从世界工业化潮流与国际和平的高度，

向全世界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指出开发中国能为世界各国提供丰富的资

源和广袤的市场，无论世界还是中国“无不受其利益”，应由“国际共同发展中

国实业”；世界各强国应该平等友好对待中国经济建设，中国亦应合理利用国外

资源进行经济建设。

其次，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寻找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孙中山认

为，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虽已相当发达，但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经济竞争、劳资

矛盾等社会问题；而一战期间实行的“工业统一与国有”政策使各国“生产力大

增”。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

而国有之”。B

最后，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和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中国经济的三种途

径：一是独立自主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诸国的资源，如“资本”、“机器”、“专

 A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12—413 页。

 B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47、398、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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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家、发明家”。二是以发展交通业为重点，如筑大港、修铁路，带动各地、

各项工业“在甚短时期内同时发生”，并惠及矿业和农业的发展。三是“实业

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凡私人能力所及，或更宜于私人经营之产业，均应由

私人自由经营，“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凡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具独

占性质而不宜于私人经营的产业，“应由国家经营之”，以利全面而统一地发展

工业化，抵抗外资侵入，防止资本垄断，避免贫富分化。A孙中山的主张，是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和当时中国经济水平而提出的，力图适应中国经济建设

的实际需要。

1922 年孙中山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开始谋求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

帮助，筹划改组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1924 年 1 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达成国共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

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

新阐释了三民主义。对于民族主义，规定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

各民族一律平等”两个方面，以前者为主，旨在全面“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

“反对帝国主义”，特别强调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对于民权主义，规定“国

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对

于民生主义，规定“最要之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还增加了

“耕者有其田”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农民之无地者，“国

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对工人之失业者，“国

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B大会还通

过了由孙中山亲手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进一步提出以国家为主体，政

府与民众合力建设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方法。其总体目标是，“对于全国

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

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

河，以利民行”。C

孙中山不幸于 1925 年 3 月逝世，他所制定的新三民主义由当时的国民党和

共产党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继续执行。孙中山留下遗嘱：“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D同年 5 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

届三中全会，一致决议完全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随即于 7 月，按照孙中山的建

 A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378、253、248、254、377、389、253—254 页。

 B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19—121 页。

 C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26—128 页。

 D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639—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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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原则，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开始贯彻新三民主义，并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

而推广。

但是，当北伐军占领上海和南京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公开叛变革命，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以一党成立国民政府。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取得了一些外交、政治和经济上的进展，有所谓

“黄金十年”之说。但此说显然言不符实，因为这些进展不能归功于国民政府，而

主要是新三民主义和北伐战争的影响。如收回关税自主权，始于 1924 年发动的国

民革命运动，首先部分实现于 1926 年的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政权依靠的是第

一次北伐战争打下的基础，以及新三民主义的号召力。工商业的较快发展，则是

新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和扶助农工政策的功效。深入言之，国民党排挤迫害共产党，

破坏了联俄联共这一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基础，虽在口头上假称“实施总理三民主

义”，A实际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们借口实施“训政”而实行政治

专制，借口“节制资本”而实行经济“统制”，借口调查研究而不实际解决农民

的土地问题，借口“攘外必先安内”而不积极抵抗日本侵略，借口实行抗战而强

化政治专制和经济统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自封是“三民主义信徒”，

“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

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

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B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致使新三

民主义最终名存实亡。

四、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在孙中山寻求新三民主义道路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危难四起的中国。早在共产党筹建之时，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就认识到：“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

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

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

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

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C“中国经济底组织及状况，在世界各文明国家中，不用

说是很幼稚的了”，因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二是

 A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76 辑，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7 年，第 76—77 页。

 B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卷，第 567 页。

 C  《短言》，《共产党》第 1 期，1920 年 11 月 7 日，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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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使命”。A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走社会主义之路，另一方面致

力于以工业化为重要目标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

初表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提

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的基本纲领》宣布：“要

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以及“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采

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之类的行动纲领，B从而确定了社会主义的

方向。19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以“援助民主主

义革命运动”为第一步；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第二步；当前的主要奋斗

目标，则是“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打倒封建制度”，“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

“真正民主共和国”。C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革命纲领的形式公开举

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使“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彻全国，开创出中国革命

的新局面，把民族、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通过

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完善现代化理论。1940 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

使中共的早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臻于完善，不仅指导根据地建设，而且布局新中

国建设。综合毛泽东在 1927— 1949 年的有关论说，其中所包含的新民主主义现代

化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现代化方向上，确定为社会主义。毛泽东在 1930 年指出：在民主主

义革命完成以后，“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D1940 年，他进一步强调，中国

“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并指出，有人想要在中国实行资本

主义，“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

东西”。E“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

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

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F

第二，在对中国现代化的认知上，不仅认识到它的一般性，而且认识到它的

 A  《短言》，《共产党》第 5 期，1921 年 6 月 7 日，第 1 页。

 B  《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5 年，第 2 页；《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3 页。

 C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1 年，第 24、45、46 页。

 D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5 页。

 E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83、732 页。

 F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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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对于一般性，毛泽东在 1944 年 8 月给博古的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

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A1945 年他又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

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B指出了工业化在现代化中

的基础地位。到 1948 年，他进一步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

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最后目的。”C

毛泽东还论述了中国将要建设的现代化的性质和特色。他说：“现在所要建立

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

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

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

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

建立的是“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

会”。D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才合乎当时的中国国情。

第三，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提出了发展的基本模式和路径。1934 年，

毛泽东在总结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路径：

“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

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

并取得领导的地位。”E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他明确提出建

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不仅要继续采用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政策，以国营经

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F而且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由农业国变

为工业国”。G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之说，即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

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

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并指出：推翻国民党政权，“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

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

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同时，也肯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又一种形式，“是一

 A  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37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0 页。

 C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6 页。

 D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5、672 页。

 E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134 页。

 F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8 页。

 G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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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可忽视的力量”。A

第四，在民主化方面，毛泽东在 1930 年指出：“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

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

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B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的

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和实践。1931 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共

中央意见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

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

苦民众的”，他们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C毛泽东在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要从完善苏维埃

选举、健全市与乡代表会议、加强民众对苏维埃工作的监督与批评等方面加以保

障。D在此思想指导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行了初步试验。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建立乡、区、县、省直至全

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

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E“只

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

反对革命的敌人。”F

第五，在民族独立方面，更为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反对列强侵略，特别

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阐述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阶段

特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险恶图谋，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

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

土完整的国家。”要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

力作战”。G

第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载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第 1 条规定：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

一和富强而奋斗”；第 3 条规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

 A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3、1437、1431 页。

 B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5 页。

 C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464 页。

 D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

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04—108、138—140 页。

 E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57 页。

 F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7 页。

 G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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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工业国”；第 12 条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15
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 2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

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A这一纲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得以确立。

新民主主义道路既有前进方向、当下目标、具体措施，为共产党人指明了现代

化奋斗的大方向，立下了初衷，赋予了使命；也是早期现代化最完整可行的道路选

择。至此，中国共产党终于给中国的现代化选出了一条正确的前进方向——社会主

义，使中国现代化完成了道路及其实践主体的革命性转换。在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指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

现代化道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总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艰难曲折、困难重重，唯有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

不懈地探索和奋斗，才成功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

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

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

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

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B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

一正确之道。这条道路是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千锤百炼、去芜存菁而形成的，弥

足珍贵，必须坚持。

（责任编辑：焦 兵 刘 宇）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2、3、5、6、
9 页。

 B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第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