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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模式与变迁

□佟德志 王 旭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运用《毛泽东文集》（1—8 卷）、

《邓小平文选》（1—3卷）、《江泽民文选》（1—3卷）、《胡锦涛文选》（1—3卷）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
卷）等重要文献作为语料库，以大数据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模式及其变迁

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从而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从时间序列上分别经历了“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三种模

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由中心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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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

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对于现代化，中国

人大多耳熟能详。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都包含哪

些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什么样的

模式，这些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怎样

的变化及规律，就需要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因

此，从总体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模式，尤

其是从模式变迁中找到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就非

常重要。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不仅直接影响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更会

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正是由此出

发，本文试图用经典文献的语料库，通过大数据分

析文本和内容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以期

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形成了非常鲜明的风格。

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目标上高度统一，尤其是高

度统一于领导人的文集、文选、讲话当中。这是一

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为因果的过程：一方面是

领导人的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民主集中的结

果；另一方面是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会依据领导人

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因此，领导人的文集、

选集等文献就成为我们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最为重

要、最具代表性的语料基础。本研究选择了

《毛泽东文集》（1—8卷）①、《邓小平文选》（1—3卷）、

《江泽民文选》（1—3卷）、《胡锦涛文选》（1—3卷）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作为基本的分析对

象，并把这五套文献作为一级语料库，抽取了与

“现代化”这一文本邻近的 50个词，形成了 32万字

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现代化”的语料库。另

外，除了把上述五套文献作为语料库外，本研究还

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到《十九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系列重要文献数字化，将之作为上

述五套文献语料库的辅助语料库进行验证，以保

证结果的可靠性。在方法上，本研究使用了大数

据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并将定量分析与

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分析五套文献中现代化话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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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貌，本研究以“现代化”为参考点，用质性分析

软件Nvivo 11对文献进行了基本的参考点和覆盖

率①分析，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中可以看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都高度重视，多次提及，

但也有较大的差别，如《毛泽东文集》中前 5卷没有

提及“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 1卷只提及 3次，

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文集》前 5卷和《邓小平文选》

第 1卷都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现代化”还未成为

中国共产党主要使用的概念。但是 1949年新中国

成立以后，“现代化”这一概念贯穿了新中国的建

设与改革，尤其是改革的整个过程。虽然“现代

化”在五套文献中没有特别高的覆盖率，但因为现

代化是作为目标出现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

从 1952年毛泽东在《军委关于部队

集体转业的命令》提出“现代化”[2]224，到

2022年党的二十大以“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1]1为主题，可以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一直都是以

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哪

些基本要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现代化的

要素，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现代化的

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提炼出同一时期人

们具有共识的现代化要素，同时将不同

时期人们前后有所继承的现代化要素也

考虑进来，这是本文致力的目标，由此，

本文就会在总体上分析出中国现代化历

史进程中相对稳定的要素，从而能够更

好地考虑要素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从

整体上分析中国现代化体系的结构要

素，笔者采取了提取关键共享词的主题

模型分析②，具体操作是提取五套文献总

共现频率③排名前10的关键词，观察其共

享情况。初步统计的结果如表 2所示。

分析这一共享词表，笔者发现五套

文献中现代化话语体系呈现出较好的共

享性。与其他文献相比，《毛泽东文集》

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原因是《毛泽东文集》收录

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有关现

代化的话语被稀释。处于现代化话语体系核心地

位的“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文集》中覆盖率也不

高，“开放”并没有与“现代化”共同出现。相对来

讲，《邓小平文选》处于改革初期，而《江泽民文选》

和《胡锦涛文选》则更为接近，都处于改革不断深

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走向全面发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体现出

更多的理论创新。为了验证这一结果，笔者将重

要文献选编中形成的现代化语料库进行了同样的

操作，排名前 10的分别为：“建设”“社会主义”“发

展”“改革”“开放”“我国”“党”“社会”“中国”和“人

① 参考点是指语料库中包含关键词的内容在语料中出现的位置和数量；覆盖率指的是包含关键词的内容在语料中

所占的比例。

② 关键共享词是在五套语料当中出现频次都很高的关键词；主题模型分析是在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根据语义分析

和文本挖掘等原理对关键词进行聚类以理解主题的一种分析方法，以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比较常见。

③ 共现频率是指两个词共同出现的频率，一般假设两个词共同出现的次数越多，两个词之间的联系越大。

收录作品

《毛泽东文集》（第1卷）

《毛泽东文集》（第2卷）

《毛泽东文集》（第3卷）

《毛泽东文集》（第4卷）

《毛泽东文集》（第5卷）

《毛泽东文集》（第6卷）

《毛泽东文集》（第7卷）

《毛泽东文集》（第8卷）

《邓小平文选》（第1卷）

《邓小平文选》（第2卷）

《邓小平文选》（第3卷）

《江泽民文选》（第1卷）

《江泽民文选》（第2卷）

《江泽民文选》（第3卷）

《胡锦涛文选》（第1卷）

《胡锦涛文选》（第2卷）

《胡锦涛文选》（第3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收录年代

1921.1—1937.6

1937.8—1942.12

1943.1—1945.8

1945.8—1947.12

1948.1—1949.9

1949.10—1955.12

1956.1—1958.12

1959.2—1975.7

1938.1—1965.12

1975.1—1982.8

1982.9—1992.2

1980.8—1997.8

1997.9—2000.2

2000.2—2004.9

1988.6—2002.9

2002.12—2007.10

2007.12—2012.11

2012.11—2014.6

2014.8—2017.9

2017.10—2020.1

2020.2—2022.5

参考点

0

0

0

0

0

14

190

165

3

351

122

441

364

302

311

268

229

98

72

224

273

覆盖率

0

0

0

0

0

0.01%

0.01%

0.01%

0.01%

0.19%

0.08%

0.16%

0.15%

0.12%

0.13%

0.10%

0.09%

0.06%

0.04%

0.11%

0.13%

表1 五套文献“现代化”的参考点和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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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具体情况见表 3）。在表 2中进入前 10的“经

济”和“国家”在表 3中分别位列第 11和 12，这也验

证了本研究的可靠性。下面笔者将用定性分析的

方法来确定这些要素的可靠性。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的现代化

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党”①这个关键词对

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党”在中

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当中的参考点计数为 1180，
覆盖率达到 1.35%，排名第 4位（见表 4）。在重要

文献选编中形成的现代化语料库中，“党”排在第 7
位（见表 3）。如果加上“中央”（126，0.14%）、“共产

党”（103，0.12%）这样明确指称党的词频数，就更

能说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当中，中国共

产党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

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起决定

性作用的。在与现代化共现的概念当中，“人民”

（969，1.11%）排名第 6（见表 4），是中国式现代化话

语体系当中最为基础的政治主体。因为在很多

语境中“人民”与“群众”（219，0.25%）一词通用，

如果合并的话，“人民”的参考点和覆盖率会更

高。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几乎成了

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模式，这不仅体现在推进

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还体现在民主[3]、全过程人

民民主[4]等众多的概念当中。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建设”这个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当中的参考点是 2965，覆盖率达到了 3.40%，排

名第 1（见表 4）。也有学者对中国政治中的“建

设”进行研究，提出了国家建构理论或者国家建

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民”这两大主体在中国式

现代化话语中的显要地位说明，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理论与实践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主体选

择。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与中国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为人民服务”的

① 在历任领导人的文集、文选当中，“党”一般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如果指代其他的党，文献都会专门指出。

表2 关键共享词的覆盖率（单位%）

关键共享词

建设

社会主义

发展

党

改革

中国

人民

国家

开放

社会

经济

《毛泽东文集》

（1—8卷）

3.11

1.62

0.14

0.14

0.14

0.68

1.08

0.95

0.00

0.27

0.54

《邓小平文选》

（1—3卷）

1.94

1.76

0.89

1.05

0.55

1.05

0.92

0.59

0.32

0.31

0.75

《江泽民文选》

（1—3卷）

3.94

2.20

2.16

1.25

1.48

1.23

1.03

0.75

1.08

0.78

1.01

《胡锦涛文选》

（1—3卷）

4.09

2.56

2.65

1.71

1.71

1.12

1.18

0.79

1.27

1.27

0.8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4卷）

1.95

2.30

2.06

1.07

0.94

1.76

1.09

1.73

0.51

0.92

0.74

关键共享词

建设

社会主义

发展

改革

开放

我国

党

社会

中国

人民

经济

国家

农业

全面

参考点计数

5009

3031

1999

1841

1367

1293

1004

1002

919

919

830

827

648

645

覆盖率(%)

5.32

3.22

2.12

1.96

1.45

1.37

1.07

1.06

0.98

0.98

0.88

0.88

0.69

0.69

表3 重要文献选编语料库中的现代化关键词共享情况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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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五套文献语料库关键词共享情况排序

关键共享词

建设

社会主义

发展

党

改革

中国

人民

国家

开放

社会

经济

我国

全面

参考点计数

2965

2047

1903

1180

1173

1168

969

873

817

804

789

787

664

覆盖率（%)

3.40

2.35

2.18

1.35

1.35

1.34

1.11

1.00

0.94

0.92

0.90

0.90

0.76

●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

宗旨意识，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直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与实践都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一致性。从现实上看，党的二十

大报告更是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主体特征，

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重大原则[1]22，23，26。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1]22-24，27。

（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

系中的参考点是 2047，覆盖率达到了 2.35%，排名

第 2，也格外引人注目（见表 4）。这提示了我们中

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成为

一个固定搭配，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

《胡锦涛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文献中的

参考点达到 947。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中“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就是一个固定搭配。实际上，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时，也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其完整的

表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

革，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的主线展开的。革命是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是为了在中国建成

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当中与生产

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

现代化自然是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下完成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总体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框

架。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

别于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本质要

求和中国特色，就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6]373。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

（三）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在与

现代化共现的概念中，“改革”和“开放”都进入了

前 10名。其中，“改革”与“现代化”共同出现 1173
次，覆盖率达到 1.35%，排名第 4；“开放”与“现代

化”共同出现 817次，覆盖率达到 0.94%，排名第 9
（见表 4）。可以说，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息息

相关，伴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驱动中国

式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

践上是紧密联系的。就语义上来讲，改革与现代

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只是从字面意义上理

解，改革是一种变化，现代化更是突出了一种变

革，现代化就是需要改革的。就中国的改革开放

来看，改革开放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更是高度

吻合。从社会属性上来看，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

义性质的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当中与生产力不

相适应的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性质

的。从最终目标上看，改革以发展为目标，现代化

也是以发展为目标，两者在目标上是吻合的。“四

个现代化”目标、“小康社会”目标同时也是改革开

放的目标。也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才会获得

更高水平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四）以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

发展的目标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

的意义。作为目标，“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具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唯物史观

的重要表现。通过统计与“现代化”共同出现的

“发展”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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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并不是都从发展的角度理解现代化，而是

在 时 间 序 列 上 表 现 出 不 断 增 高 的 趋 势 。 到

胡锦涛，“发展”的概念与现代化共同出现的次数

最多（总计715次），覆盖率最高（1.62%）（见表5）。

早期现代化，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

是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提出来的，更侧重工业

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小康社会”就是

一个综合的发展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发展，同时也

广泛地将社会的政治、文化内容涵盖进来。不仅

如此，在发展的理念上，也由原来的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转变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指

导思想被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不但成

为重大的理论创新，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

化的发展观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方式逐渐由“高速度发展”转换为“高质量

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从语义的分析来看，邓小平提出“发

展是硬道理”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高

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既表达了

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的一贯追求，也表现出发展

的观念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综上分析而言，“现代化”的共现词，主要包括

“社会主义”“党”“发展”“建设”“人民”“经济”“改

革开放”和“国家”等关键词。经过对这些词的进

一步分析可以概括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内

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推动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概念当

中，为了理论饱和①的需要，我们选择性地剔除了

像“中国”这样的关键词，加入了“战略目标”这个

关键词。为什么加入的关键词不是“目标”，而是

“战略目标”？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党的二

十大报告的主题来看，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战略定

位；二是“现代化”这个词的本义就带有过程性的

内涵。因此，我们最终将中国式现代化定位为战

略目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模式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不

同的时间段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前面总结各要素

得出的现代化的概念，并不是一个能够涵盖所有

时间、所有类型的现代化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提出过“四个现代化”，并且在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

社会主义的任务也不尽相同。从历史上看，中国

式现代化大体经历了“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

“现代化国家”三个模式。

（一）四个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早在新中国

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多次提到“近代化”，实际上就

是“现代化”的含义。早在 1945年，党的“七大”政

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工

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

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

化而斗争”[7]。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提及“发展成为

近代化国家”“军队近代化”等目标[2]340，355[8][9][10]404。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设想，这是“四个现代

化”的第一个版本。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将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

的社会主义国家”[11]。此后又重申这一目标，形成

了三个现代化的版本。到 1959年，毛泽东又“加上

国防现代化”[10]116，这样，第二个版本的“四个现代

化”逐渐成型。后来周恩来又将“科学文化现代

化”进一步明确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到 1964年
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

技在内的第二个版本的“四个现代化”正式成型。

在领导人的文集、文选当中，“四个现代化”的

提法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文选》当中，总计提到 235
次，在《邓小平文选》第 2卷当中更是高达 184次。

这反映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初期的重大意义。而在辅助语料库

① 理论饱和是指在质性分析的概念建构过程中，构成概念的要素因为齐备而不再需要加入其他要素。

文献

《毛泽东文集》（1—8卷）

《邓小平文选》（1—3卷）

《江泽民文选》（1—3卷）

《胡锦涛文选》（1—3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

覆盖率（%）

0.18

0.43

1.19

1.62

1.21

表5 “发展”在五套文献语料库中的覆盖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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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个现代化”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上卷）中被提及有 232次，覆盖率达到了

0.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更是将其视为“当前最伟大的历史

任务”[12]。这种情况在《江泽民文选》当中就发生

了变化，总计被提到 5次。后续的《胡锦涛文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虽然也会提到，但每套文献

总计都没有超过 4次。这种话语转型反映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时代变化。

“四个现代化”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最需要发

展的领域提出来的。无论是农业、工业、国防还是

科技，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周恩来将毛泽东提

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修改为“科学技术现代

化”，既有修辞上的考虑，也有当时国民经济发展

对技术更需要的成分在里面。“四个现代化”有着

强烈的工业化内涵，人们甚至将“四个现代化”理

解为工业化，而工业化也确实是“四个现代化”中

极为关键的一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发展四个现代化，甚至将“四个现代化”理解

为“最大的政治”[13]162也有着这个方面的内涵。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这种以重点领域、中心发展的“四个现代

化”很快得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强调全面

发展，形成了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模式。

（二）小康社会

继“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小康社会”成为

新的现代化目标。这两个概念不仅在时间上有先

后顺序，同时也是交错使用的概念。1979年邓小平

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中国本世纪的

目标是实现小康”[13]237。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且认为这

种现代化不同于西式现代化，是“小康之家”，中国

式现代化是一种小康状态，中国要建成小康的国

家[13]237。在 1984年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

邓小平明确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并且直接将小

康社会等同于中国式的现代化[6]54。“小康”语出《诗·

大雅·民劳》，带有典型的中国元素，是中国人对美

好生活的一种追求。邓小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小

康”概念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用“小康社会”的内涵

明确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小康社会”的概念是一

个全面发展的概念，不仅突出了中国元素，更是突

破了原有的只集中在某些重要领域的现代化，将现

代化推进到全面建设的现代化。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了“小康社会”，这是“小康社会”第一次被明确

写进党代会报告。在报告当中，江泽民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

荣的文化”[14]。“小康社会”的概念正式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小康社会”不再只是强调

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领域，而是一个全面建设的

概念。

2005年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第一次明确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科学发展观与之联系在

一起。他明确指出“只有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才能确保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

现代化”[15]。“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胡锦涛文选》

第 2卷中只出现过 2次，在第 3卷当中就增长为 42
次，逐渐成为继“小康社会”之后的另一个目标。

最引人注目的是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报

告的主题就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16]，这

实际上设定了从 2012年至 2020年的社会主义建

设的目标。此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性设定，各地还根据

自己的特点，提出了“高质量小康社会”等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进一步发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卷当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现了 43次，在第

2卷、第 3卷当中，分别上升到 72次和 82次，到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这一概念的词

频开始下降，在第4卷当中只出现了44次。

从最开始提出“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分别提出并层层推进，使之成为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目标，贯穿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40多年的历史，我国也在这个

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

大奇迹。小康社会是对四个现代化模式的传承和

创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心走向全面的

过程。

（三）现代化国家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确保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兑现了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

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同

时，这次大会还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这标志着小康社会模式的现

代化成功实现，现代化国家模式正式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与国家的结

合。现代化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上被提出来，比如，

个人现代意识的成长、社会现代性的形成，以及国

家层面的现代化。从全面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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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最终还是要均衡地落脚到

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最初两个版本的“四个现代

化”主要强调了工业和经济层面，而两个版本的

“小康社会”则主要强调社会层面，最终发展到现

代化国家层面，不仅体现了由中心向全面的发展

趋势，也体现了社会与国家现代化的结合。

“现代化国家”作为固定表达在《毛泽东文集》

中没有出现，在《邓小平文选》中也只出现了 1次，

但到了《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中，分别出

现了 35次和 30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

这个固定表达经常性地被使用，出现了 99次，覆盖

率也达到了 0.71%。另外一个固定表达“现代化强

国”更是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新时代特征，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却出现了 36次，而在

《毛泽东文集》中只出现了 3次，《邓小平文选》中出

现了 7次，在《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中总计

只出现了1次。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有学者

认为这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上，“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有两个版本，综合起来至

少有五个现代化。如果加上毛泽东提出来的“科学

文化”，邓小平提出来的“教育现代化”，现代化的内

容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之前

就不止五个，四个现代化中的“四个”只是一个笼统

的数值。另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再是某些具体

领域中心的思路，而是全面发展了。“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现代化国家这一发

展趋势的重要环节。当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层面的

现代化。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

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卷）中又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党的二

十大上，有关社会治理的内容被正式写入了大会报

告，并以专门一段的形式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各语料库词频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三个前后相连、

传承创新的模式。第一个模式是“四个现代化”，

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表现为

毛泽东到邓小平时期的发展，并在江泽民时期改

革的深化中得以实现；第二个模式是“小康社会”，

主要是在 2000年以后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表

现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发展，同时

在习近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

现；第三个模式是“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这在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都有所提及，但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得到全面部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

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

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4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至今 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

史，就是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从两个版本

的“四个现代化”，到两个版本的“小康社会”，再到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承载着中国人

民的希望与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

改革开放实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得

到不断的更新，中国式现代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呈现出一些变迁规律和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结合

了传承与创新，合理地处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时

间问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表现出从重要领域

到中心再到全面的发展趋势。

（一）传承与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的结

合。为了分别考察这五套文献现代化语料与总语

料之间共享的情况，我们计算了在各套文献中能

够进入总语料库前 10和前 50的词汇数，结果如表

6所示。

就进入前 50的词数来看，从《毛泽东文集》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呈现出偏态较大的单峰分

布。《毛泽东文集》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具有更

强的创新性，而《胡锦涛文选》则体现出承上启下

的传承性。而从表 6进入前 10的词汇数来看，

《毛泽东文集》的独立性更强，只有3个排名在前10
的关键词在总排名中居前 10名，《邓小平文选》则

增加至 6个，《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则分别有

8、9个排名在前 10的关键词进入总排名的前 10。

文献

《毛泽东文集》（1—8卷）

《邓小平文选》（1—3卷）

《江泽民文选》（1—3卷）

《胡锦涛文选》（1—3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4卷）

前50词数

26

34

39

43

38

前10词数

3

6

8

9

6

表6 五套文献语料库关键词共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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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 6个共享词，表现出更多的

创新性。进入前 50的共享词与进入前 10的共享

词呈现出大体相同的话语共享趋势，印证了现代

化话语的传承与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

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

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

化”[1]22。这里面蕴藏了一个历史逻辑，即中国的现

代化历史既有变化又有常态。变化，是指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

破，体现为推进和拓展。常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这是

一个基础。现代化的追求是不变的，但现代化的

内涵要素却随着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变化，

常讲常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变迁，体现为“四个现代化”

“小康社会”“现代化国家”三个模式，贯穿了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并直接影响到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

现代化表现出鲜明的传承性，这就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常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

是历代领导人在讲现代化的时候都会强调的。中

国式现代化的变迁也表现出时代的创新性，比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等。有一些主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一直强调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发展变为高质量发展，这实际上是由高速

度发展转换为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主题，虽然

经历了历史的发展，却一直被强调，比如“农业现

代化”，体现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二）中心与全面

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中国经历了两个版本

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形成了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两个历

史进程。在这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演进历程

中，中国式现代化逐渐由点到面，由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到全面发展，最终形成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是不断发展的现代

化，更是最全面的现代化。

我们可以看出，在“四个现代化”的模式时期，

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更多强调某些重要领域或重要

事务的现代化，是突出中心、重点推进的现代化思

路。从毛泽东最早提出的工业、农业的两个现代

化，到后来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三个现代化，再

到加上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都是这种思路

的体现。

“小康社会”的提出，体现了由中心到全面的

大趋势。“小康社会”不再具体指某一个领域，某一

项具体的中心工作，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

作思路一直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都在不断地被

提及，但社会主义建设明显越来越强调全面。从

“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容得到全面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也由江泽民时期提

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发展到胡锦涛时

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并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的“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现代化发展的

内容由注重中心走向注重全面最根本的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作了

全面阐释，不仅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重大原则，还在接

下来的 11个部分的内容当中对其进行了全面而详

细的部署。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1]23-24这些本质要求加在一起，加上

其他部分对“深化改革开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等要素的论述，大会报告所阐述的中国式

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最全面的现代

化，也是世界现代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不但现代化的要素越

来越全面，而且现代化各要素的内涵也越来越丰

富。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为例，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的民主更多集中在民主监督方面，但经过

不断的发展，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时期，又加入了民主协商，使得民主由原来的

“四大民主”发展为“五大民主”，并且在 2019年进

一步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要号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也被写入党的二

十大报告，并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做到“三全”，进而

-- 17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

实现“四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民主的“三个

最”[17]，体现了要素的全面性。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推动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这决定了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的现代化，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现代

化，是以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

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两个版本的“四个现

代化”，又经历了两个版本的“小康社会”，最终在

党的二十大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

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由中心

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及结论都是

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的，也只对文本负责。

对于那些与文本有一定出入的思想、行为，本研究

的可靠性还需要进一步求证，这需要进一步的实

证研究。同时，词频分析假设了文本出现次数越

高，重要性越强，但在实际研究当中，也不尽然，需

要定性的研究来加以判断和证实。尽管本文结合

了定性分析，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但是仍然会存

在研究上不严谨的地方。这些分析方法方面的缺

陷，我们在研究当中都进行了比较严谨的处理，但

仍然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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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ments，Pattern，and Change of Chinese- Type Modernization

TONG Dezhi, WANG Xu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
cal guida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lements and pattern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ts changes by
using big data text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Mao Zedong’s Collected Works, Deng Xiaoping’s Se⁃
lected Works, Jiang Zemin’s Selected Works, Hu Jintao’s Selected Works, and Xi Jinping on Governance as a
corp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development and build socialism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the model of“four modernizations”,“well-off society”and“modern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howing the develop⁃
ment trend, from the center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tent analysis; Four Modernizations; Well-off society; moder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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