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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新书首发式暨“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举行。 主办方 供图

5月15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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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最新理论著作《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新书首发式暨

“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

通俗的语言、生动的论述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哲学基础上超越西方现代化，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该书的出版，对于厘清自身优势，坚定

文化自信，以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研讨会上，10余位专家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以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种视角入手，对该书进行了深入、精彩的探讨，对其出版

给予了高度评价。

解构“西方中心论”，建构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学科、
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说，世界有两种力量：一
是刀枪，一是思想；《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也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这本书就是要用思想解释和
改变世界。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与世界
文明中心转移有关，古代世界中心
在东方，但近代世界中心转移到了
欧洲，催生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
心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而近代以来西方大部分
的知识体系，都是围绕着“西方中
心论”建构的。“西方中心论”对
中国的影响始于1840年，中国对
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加以
回应，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
历史进步，但总体上是被动的、防
御性的回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
诞生，中国改被动防御性的回应为
积极主动的应对。

在主动回应的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提出四大论断：走自己的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如果
说走自己的路表达了道路问题的自
主性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表达了道路问题的内涵，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表达了道路问题的世界
性成长，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表达
了道路问题的理论性成长和话语性
成长。从这种回应的观点看，中国
式现代化就是为解构西方现代化、

“西方中心论”而出场的，是解构
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一
把利剑。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中国式现代
化也完全可以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的立足点。中国式现代化是
在“西方中心论”占据中心地位的背
景下，在与“西方中心论”的较量和
比较中，所作出的历史自觉和自主
选择，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
战略性。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学科框架，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从中国
式现代化可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
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基础，三者是逐步递进
提升的逻辑关系，是发展21世纪马
克思主义的基石。也就是说，我们可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
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21世纪
马克思主义，来构建面向21世纪中
国和世界的“中国理论”。

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寻求文
本的根据、理论的根据、现实的根
据，还有中央文献的根据，以尝试探
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
创性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体系建构出
来，自然就能展现“四个自信”和文
化的主体性。

作者观点

“两个打通”构建中国
哲学原创性学术体系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冯俊

这本厚重的哲学论著，是对中国式
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首先，该书从大历
史观着眼，考察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高
度发达的历史进程，揭示了西方现代化
的本质即资本主义主导逻辑，以及该逻
辑的固有困境、教训及其对后发国家现
代化的警醒。

其次，该书从中西比较入手，分析了西
方式现代化的十大特点和中国式现代化的
十大特点，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现
代化迷思。这是韩庆祥教授这本书的一大
特点，即既揭示西方现代化本质特征，也充
分论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最后，该书从底层逻辑切入，做到
“两个打通”，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人
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者
之间的相通性，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
系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两大重要理论相
互融通，为构建关于现代化的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以大历史观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 郭湛

韩庆祥的新作既有物质的分量，更有
精神的高度，视野开阔，立足点高，涉及
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类文
明及其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我认为，如何
认识人类历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前
提性问题，在讨论中国文明发展时，须关
注人类所处历史时期的特点，以及在特定
历史时期应努力做什么，现代化在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历史中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
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
法，我们处在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向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等多种经济形态、制度形
态、文化形态长期并存，各种因素不是非
此即彼的。

认识中国和世界处于多制并存的过渡
时期，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国家内部和国家
间的关系，是观察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历
史背景。处理好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
度的关系，是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特征，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
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复杂关系的一个基
本前提。韩庆祥的著作对这些问题有所涉
猎，是一部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佳作。

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
有机结合的前沿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
委书记、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剑英

第一，这本书体现了韩庆祥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深悟
透，具有很强的学理性。韩庆祥将政治阐
释与哲学阐释有机结合，打通了学术话
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将西方现代化
史、中国现代化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史、中国的实际四个方面融会贯通，有宽
广的理论视野。

第二，这本书进行中西比较、哲学阐
述，是一部哲学著作。阐释只有到了哲学
层次才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这本书是
可以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精准而有哲学
味道。

第三，这本书梳理透彻，具有鲜明的
原创性。例如，韩庆祥认为“第二个结

合”不仅是从某一个具体的错误思想观念
中解放出来，而且是在文明视野下更为总
体、更为宏观的大观念的思想解放，是文
化观、文明观意义上最基本、最深层、最
持久的思想解放，进而呼吁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进行重新评
估。这个重新评估就是纠正传统的观念和
惯性的思维，就是思想解放。这种解释具
有原创性、普遍性，能够解释中国的实
际、中国的发展。

以“四大创新”探索中国式
现代化研究新高度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原
主任、哲学系教授 王东

我对这部书有四大总体评价。第一，
重大课题。这个课题体现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的“两大创新”，是把新时代新思想学
理化、体系化的重大课题。第二，重大成
果。著作凝聚了韩庆祥多年研究的成果，
体现了他思想的新高度。第三，重大创
新。围绕着新时代新思想作出学理化、系
统化的研究，将论述上升到学术层面、哲学
层面，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层面。第四，重
大意义。这本书的出版有着重大意义，是
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和一个重要的
新成果，对我们澄清当下问题、发挥党在思
想政治上的领导作用有重要意义。

同时，韩庆祥新作有四点创新：第
一，旗帜鲜明地提出突破“西方中心
论”。第二，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新的理
论概括、哲学概括。第三，对人类文明新
形态作了一些新的理论阐发。第四，该书
最大的特点和创新就是把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两大创新”统一
为了一个整体，给人以很大震撼。

语言通俗、深入浅出，是将有意义
和有意思结合得非常好的上乘之作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艾四林

对于这部书，我个人的感受是它有四
个面向。第一是面向道理、学理、哲理。
这本书的一大特质是讲理，是一个充满论
证、思辨的作品。同时，它实事求是，以
追求真理为标准看待现代化问题，客观公
正地评价西方现代化，使得中国式现代化
整体理论的构建不出现偏差。第二是面向
问题。面向问题才能将事情和理论讲准、
讲深、讲透、讲活，才能避免在闭环式逻
辑中绕圈子。韩庆祥的著作将中国式现代
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等问题上
升到了哲学高度，尝试了学术化、理论化
的表达，但又是直接针对人类面临的各种
问题、世界困境等社会现实展开的，说理

透彻，直达人心。第三是面向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现代化是个综合和复杂的概念，
也是个开放的概念。西方现代化概念构建
了几个世纪，这本书在叙述现代化的中国
理论、掌握现代化的中国话语权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第四是面向大众。从装帧到版
面设计，这本书都受到专业读者和普通读
者的喜爱，内容上则在语言不晦涩的同时
将道理讲得很深入，是将有意义和有意思
结合得非常好的上乘之作。

呈现民族性和时代性张力中的
中国式现代化
□清华大学教授、学校教学委员会委员、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 邹广文

韩庆祥善于发现问题，对经典论述有
独特理解和阐发。就这本书而言，我谨从
三个方面谈一谈看法。第一，面向现代
化：中国的现代化本身有一个从自发到自
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这本书将现代
化作为一个反思概念或反思领域进行系统
研究，展现了中国学者对现代化问题的理
论自觉。第二，面向世界：这本书的突出
特点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呈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相关表述，不是刻意强调文明的
差异，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看待
现代化，是美美与共。第三，面向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普遍性中包
含诸多特殊性元素的现代化，本身是一种
当下的现实，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其所
要达到的目的，即一种未来性、开放性的
指向。

现代化这个命题在中国经历了上百年
的讨论，我认为其中存在着一种民族性和
时代性的碰撞。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
念，中国式指向民族性，现代化指向时代
性，是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张力中呈现中
国的特色。这本书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将这
种逻辑加以展现，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和实践的未来开放指向性作出憧憬和理
解，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全面的研究、原创的研究、
有哲学深度的研究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仰海峰

首先，这本书有“三个一”的特征：
一部全面研究现代化的作品，将现代化的
道路和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一部
原创的作品，从架构上对西方现代化和中
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概括和思考；一部有哲
学深度的作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问
题尝试提炼概括最为核心的概念。其次，
这本书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
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方率先进行了现代
化，因而研究现代化时如果不能对资本主

义进程作透彻了解，相关问题就难以判
断。该书则在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
的对比、对照中，将两者的共性和个性加
以呈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在学理和历史
层面去定位问题、理论。最后，在对比中
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还会
遭遇到社会结构差异的问题，不能仅仅停
留在中西方表象上的不同，按照马克思的
话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应深入
到社会结构、文化、思想观念、人与人的
关系等层次展开，韩庆祥的著作对此也做
了诸多探索性的工作。

前沿的问题、系统的论述、
深刻的思想铸就了有价值的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吴向东

我有以下三方面的感受。第一是问题
的前沿性。题目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
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道路、
实践的理论自觉，是对社会主义和人类文
明发展规律及趋势的理论自觉，可谓重大
的原创性概念。该书以问题为导向引出并
回应了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理解
文明新形态、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开创
人类文明新形态三个重大的根本性前沿问
题。第二是论述的系统性。无论是全书的
整体叙述，还是具体章节的展开，都充分
体现了系统性的特点，并且这一系统性贯
彻了诸多逻辑，如以历史逻辑将中国式现
代化放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考察，以实践
到理论的逻辑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
同理论体系构建和生成逻辑的关系，以比
较逻辑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及形态的
基本内涵在中西对比中逐步清晰立体。第
三是思想的深刻性。这本书将中国式现代
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打通，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打通，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现给
读者，极为难得。

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体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想力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党委副
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臧峰宇

韩庆祥的力作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领域的多个前沿和重大理论问题，阐
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尤其是“世界失
我、世界有我、世界向我”的解读更是别
开生面。可以用“三个力作”加以概括。
一是以大历史观和实践辩证法剖析“西方
中心论”的力作。该书从十个方面探究

“西方中心论”，提到了西方知识体系的
话题，并进一步从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
视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
态。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体系的力作。韩庆祥站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角度，以普遍联系、全面系
统、发展变化的观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展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化特征、独特历
史规定性、必要条件。三是深入论证中
国式现代化何以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力作。从哲学本源逻辑、过程逻辑、关
系逻辑、空间逻辑等角度，讲明人类文
明新形态如何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诞生，
以通透而简明的语言展现了中国文化、
社会等的包容性。从这“三个力作”来
看，这部书是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深层逻
辑的理想著作。

此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
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孙来斌，浙江省委党
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返聘高级专
家胡承槐，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
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唐爱军，也参加
了此次研讨会并作精彩发言。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解构“西方中心论”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