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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挑战
任雪荻

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党校，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形势，指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正义、人口老龄化

以及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愿景提

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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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现代

化进程日益加速，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

展道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现

代化发展愿景不仅关乎国家自身的繁荣与稳定，也对全

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愿景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形势和诸多挑战。一方面，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方兴未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依然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能力提升、生态环境保

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挑战依然严峻。本文旨在通

过系统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揭示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

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

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愿景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

战

1.中国式现代化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工

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凭借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加大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建立高效的社会分工及社会治理体系，

从而较好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文明形态。工业革

命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等国以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增

长，以私有资本逐利增殖带动社会财富积累，以海外移

民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以军事扩张、金融垄断、意识形

态输出“三位一体”的霸权支撑全球资源掠夺与市场开

发，形成了典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二战以后的全球

化浪潮中，一些资源禀赋优越或者区位条件突出、人口

规模不大的前殖民地英语国家（地区）融入了西方现代

化进程；欧洲一部分较小的经济体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较好分享了现代化发展成果；韩国、以色列等个别规模

相对较小的亚洲经济体也抓住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机遇，在西方主导的科技和产业体系中完成其工业化

进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1]
。

几十年来西方现代化发展红利的局部外溢、现代化

“俱乐部”的扩员，并没有改变全球大多数国家和人口

被排除于现代化进程之外的现状。特别是苏联作为冷战

时期全球人口最多的工业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持续受到西方孤立，并且苏联解体后实行资本主义和西

方民主制度、兼具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优势的俄罗斯至

今也没能走上西方现代化道路。这样的历史镜鉴，昭示

着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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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一条新路，才能实现十

多亿人口的现代化，为全球普遍迈入现代化阶段提供

“中国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条件、价值导向和发展目标上

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在历史上的

科技“大飞跃”、地理“大发现”助力下，一起步就占

尽先发优势，坐享种种红利；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

科技创新活动日趋细分细微化、国际秩序必须保持总体

稳定的局面下进行，又始终面临外部打压，受到种种约

束。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仅有一小部分国家主

宰全球发展、本国也仅有一小部分人占有绝大部分发展

成果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推动

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几十亿人普遍参与

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的现代化。这样的根本区别，

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的艰巨性，也要求我

们汲取中华文明渊博智慧、顺应人类社会进步方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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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探索适合当代中国的一整套发展模式与治理机制，奋

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追赶发达国家是漫长而艰巨

的任务。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基

础指标。根据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我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应当在 2035 年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即大体相当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南

欧国家以及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主要工业国的平

均水平（按汇率折算 2020 年约合 2 万美元，按购买力

平价折算 2020 年约合 3.5 万国际元，均为 2020 年我国

的 2倍左右）。因而我国 2035年人均 GDP 需要在 2020

年基础上翻一番左右。到 2050 年，如果人民币的国际

购买力进一步增强，达到与英镑、欧元、日元基本相当

的水平，并且人均实际产值在 2035 年基础上再追赶 30%

左右，人均 GDP 就能达到英、法、意、日等资本主义强

国的平均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实的物质保障。

对于 5000 万人口以上的主要工业国而言，按照汇

率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

地位，目前排在我国之前的还有美、德、英、法、意、

日、韩七个国家；而从全球产业竞争态势看，我国目前

在电子信息、汽车、造船等韩国主要优势产业领域已经

全面追近乃至反超韩国，科技与产业综合竞争力赶超韩

国已近在眼前。但截至 2022 年，我国人均 GDP 仅为韩

国的 40%，即使是江苏、浙江、广东三个人口超过5000

万的工业最发达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仅分别为韩

国的 66%、55%、47%。

当前，全球经济还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发达国

家经济持续低迷，中低端产业需求早已饱和，新兴产业

创造的需求增量还较为有限；东盟、南亚、非洲这些人

口还在较快增长、支撑全球基础需求增量的地区，经济

基本面仍较为薄弱，缺乏创造大规模市场所必备的基础

设施和营商环境。整体上看，尽管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

工在价值链高度、产业面广度和细分市场深度上都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但由于我国的经济体量也日益增大，在

更大的基数上保持过去经济增速的难度也在提高，必须

进一步丰富国民经济的层次和内容，不断批量化培育新

的增长点
[2]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下，我国不仅

要充分挖掘国际市场的增量空间、尽可能多参与全球范

围内的高附加值经济活动，还要将国际市场取得的收益

通过国内大循环惠及更多的人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最终让多数国民达到相当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生

活水平。

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道远。我国

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行政层级较多、区域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传统社会观念和社会组织方式遗留影响较

深的东方大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堪称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度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发展要素向工业

倾斜、向城市集聚，而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

乡村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短板弱项。改革开放后，

我国城镇化的步伐大为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

业，大片城市近郊乡村地区快速转化为城镇建成区，但

由此也产生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典型的治理

难题，突出表现为原有的乡村空间肌理、居民组织方式、

基层治理模式均与城市生产生活形态不相适应，在较短

时间的城镇化进程中来不及彻底改造，从而形成了“半

城镇化”的“夹生饭”，以后很难再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的城市区域。特别是在一些城市规模扩张较快、土地紧

缺的超大特大城市，由于生活成本高昂，大量流动人口

在原有村落居住，出现了基层治理的盲区断点，形成安

全隐患、交通拥堵、违法违规经营、公共服务薄弱地带

等一系列问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需要以城区及镇街基层治理为单元，以空间治理为

突破口，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惠式的城镇化发展，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进得了城，还要记得住乡愁；以

合理的生活成本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实现整个家庭长

期稳定的安居乐业；在工作地点附近既有便捷舒适生活，

又有山水田园风光，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更多触手可及的

获得感。在广大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城市，以及大

城市原县域、乡镇基础上建设的新兴城区，就需要探索

一条“城市全面更新”的发展路径，涵盖空间重构、景

观美化、功能升级、治理机制再造、居民及社群重组等

各个维度的更新，使整个城镇化区域全面融入现代化生

产生活，进而适应面向未来的绿色低碳社会
[3]
。这样的

系统性城市更新工程，需要在国家顶层设计的统一部署

下，依靠强有力的基层治理能力完成，还需要一定财力

的保障。

4.国际发展环境面临的总体风险上升。当今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形势与重

大挑战交织，机遇与风险并存。在“东升西降”的总体

格局下，发达国家整体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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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两次冲击后，深层次的

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对外不得不采取全球战略收缩态势，

其对于一些区域性冲突的管控意愿和能力都在下滑
[4]
。

特别是俄乌冲突战端一开，刺激着一些长期的国家间矛

盾争议转向武力解决，一些国家的国内变乱升级生战的

趋势也有所抬头。对我国而言，尽管不愿放弃和平发展

的道路，但也必须对各方面的战争风险有所防备，在新

的国际形势下对发生重大风险的“小概率事件”要早加

准备。

2 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分

在产业竞争力、国民福祉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

缩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政治、

经济、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特别是近年

来我国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

抗疫斗争中又表现出体系化的抗风险应变能力和强大

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已经让西方国家精英阶层意识到

，仅凭借过去的技术封锁、贸易战已经难以阻挡中国崛

起，靠意识形态渗透和“代理人”搞颠覆的“老一套”

也难以在更加自信和清醒的中国民众面前奏效了，接下

来要遏制中国发展就只有采取挑动社会变乱乃至军事

冲突的方法。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南海正是外部敌

对势力妄图打乱我国和平发展全局的几个进攻方向，对

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要素密集地区构成了潜在安全风险

。在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我国产业发展、对外开

放的前沿，也是统一战线、守卫国门的前沿。

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推动十几

亿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于构建全社会充分有效分工

的现代经济系统。在我们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任

何时候都要强调工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引

擎”作用，要高扬工业大旗，在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迭

代、提高生产效率、强化国际竞争力、创造更多中高收

入就业机会中作出示范
[5]
。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

在全社会充分有效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各行业、各职能就

业者公平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精神文明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生产生活中占有

日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检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球

认可度的准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要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争取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参与
[6]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微

观层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包括发展绿色低碳相关

产业及服务，也包括形成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既

需要创造城市与自然亲近、享受自然之美的人居环境，

也需要将更多的地表空间留给山水林田湖草、野生动植

物。要统筹考虑贡献绿色低碳科技、推动生产形态绿色

化、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对城市空间的需求，

在高效集约利用建设空间、推动城区公共空间多功能化

上作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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