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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论纲*

李凤亮 陈能军

［摘 要］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及民族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化自身不

断批判、继承和改造，不断适应世界变局发展、经济社会演变及科学技术变革的同步过程。新的历史

条件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凸显，文化现代化必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对于

“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阐释也必然离不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自觉为认识前提，

以文化自信为立根之本，以文化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文化自强为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式文化现代化

的外延形态也包含了理论与意识形态现代化、文化产业现代化、文化公共服务与文化治理现代化、文

化传播与交流现代化及文化技术现代化等多个层面。从文化向文明延伸来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所秉

承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观，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一种公平

正义、和平发展、可持续性的世界文明互鉴与共融的新形态新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文化现代化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创新 文化自强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 - 114X（2023） 03 - 0005 - 10

党的二十大报告历史性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总纲领。“文化

自信自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深厚底蕴，具有厚重的理

论价值、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和主旋律，也是文

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本质在于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精神支点则是文化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就是“文化自信自强”的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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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命题。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自强—文明发展”的理论逻辑构建中国式

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演进范式，也将为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进路。

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树立起“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明确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其本质要求的有

机组成，彰显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指引，以创造

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为旨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

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面，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的战略抓手。一方面，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在历史的视野中去梳理思

想进路。从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

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更加鲜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以文化强国建设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内涵与文化范式更加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新时代党和国

家系统推进文化繁荣发展与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战略抓手。另一方面，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也要在现实的观照中把握核心意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当前仍然面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安全治理

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因此当前文化强国建设仍需系统地战略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器物、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也是“五位一体”结构完

整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所强调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方面的发展都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需要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要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秉持开放、包容、平等的理念，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吸纳外来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善于文

化对话，既坚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又以海纳

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以文化创新创造提升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现代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协调，推动人的现

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相统一，又要增强历史主动性，自觉站在世界历史制高点，引领人类历史前

进的方向和时代进步的潮流，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让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充分彰显大国应有的世界文化担当。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自觉作为认识前提，文化自信作为立根之本，文化创新作为发展动

力，文化自强作为建设目标，文明发展作为未来引领，以此构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逻辑

体系。具体而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提出立足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文化实践。党始终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致力于建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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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以文化自觉构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认识前提。中国

式文化现代化是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实践来源，它建立在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上，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这是以文化自信夯实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立根之本。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现

实路径，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发展原则，以内容、技术和制度相协调的文化创新系

统为实践保障，这是以文化创新内生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文化自强是一种更加自觉的

文化自信，是基于我国文化发展国情的认知深化，也是关于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理论创新。

文化自强是对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回应，以“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实现表征。

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根本落脚点，它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为基本原则，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去依附的新型道路形态，是中国文化自信

自强的文明反映。

二、文化自觉：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认识前提

文化自觉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首次提出并进行论证的，①所谓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

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

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

择的自主地位”。②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目的不仅在于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增强走

中国道路的自信，而且是要让中国的智慧惠及未来的世界，延续人类的文明。③文化既涉及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思想价值与理想信念，也涉及一个群体、一个人的行动依据与目的意义。文化自

觉的意义在于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自我驱动的内在张力，为实现文化

强国建设提供理性支持。

当代的文化自觉主要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觉醒、传承、实践，包括对

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的主动担当、

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弘扬。促进文化自觉需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性和

人民性。文化自觉的历史性，就是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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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尺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当代中国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文化自觉的实践性，就是要立足中国本土，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在文化实践中，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内涵加以提炼和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

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费孝通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志在富民的理想与从实求知的方法都与文化

并无过多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中国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前提，在上世纪90年代，他

的学术反思着眼于拓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路，一方面强调由“社会”到“人”，

由“社会人”到“文化人”；另一方面主张社会学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互动交融，在真正理解中国问题的基础上

主张“中国式社会学”。

②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390页。

③钟祥财：《从“文化自觉”看当代中国乡村经济及其发展趋向——费孝通学术历程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

质》，《西部论坛》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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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表达方式。文化自觉的人民性则要求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与现实、

研究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物质创造活动中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品格等，进而在文化自信自强中实

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

文化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发展与变革，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增强文化自觉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中，避免陷入文化迷失的

境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快普及，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人心，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同时，我国在文化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和挑战。比

如，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不少挑战，社会文明程度仍需提高，高品质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仍然

不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等等。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

的认识，充分肯定成绩，敢于正视不足。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要立足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文化实践，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使命，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推进中国式

文化现代化，就是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涵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

史必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必然，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党的二十大

报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理论开拓、发展方略以及实

施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不断发展与觉醒，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提供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因此，只有进行充分的自我审视，深入推进文化自觉，我们才能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怎

样建设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何以自信、何以自强。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

一个民族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上的崛起。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觉，彰显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变局加速演变、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世界经

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等多重考验背景下，回应和解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

文化自信。

三、文化自信：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立根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

作用。文化自信既来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优秀革命文

化，同时也来自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兼收并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孕育的丰富而卓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民为邦本、

礼法合治、为政以德等理念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讲仁爱、守信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思想智慧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
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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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晶，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革命文化把谋求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工农联盟和先进知识分子把人民解放、实现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贯穿着信念坚定、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崇高情怀，通过对时事国情的

总结与批判，经过历史的检验形成了具体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独

特底色，凝聚了中国革命先辈的心血与汗水，记载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辉历程。以井冈山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别山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

在革命先辈长期的奋斗中构建起精神谱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革命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召唤了

中华民族的整体团结力量，作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不断鼓舞和支撑着后人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奋

斗，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但坚

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相结合，更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

持在保留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文化先进性的新时代精神，

如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冬奥精神等，都已成为丰富和闪耀社

会主义精神谱系的崭新文化坐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表征，必将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更加澎湃的精神动力。

文化自信为“五位一体”立心铸魂。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容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起到统领作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包含国家、社

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指引。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呼应“五位一体”中的“经济建设”，

“富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是社会主义价值规范的凝练；同理，核心价值观

中的“民主”对应“五位一体”中的“政治建设”，是政治建设的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中的“文

明”对应“五位一体”中的“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对应

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中的“美丽”对应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可以看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个有着内在结构的系统。而文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精髓，必须紧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文化建设的主心

骨，才能使新时代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真正发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性作用。

文化自信为“四个自信”固本培源。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既是统一的

整体，又具有内在契合性。以文化认同为前提的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

位，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基，是其科学性、真理性、合理性、自主性的根基和

动力之源。②一方面，文化认同构建了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进而实现文化主体对制

度、道路、理论的自觉认同。一般而言，民族的文化认同度越高，国家的凝聚力越强。制度、道

路、理论的选择和实现，也要依靠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文化既可以作为对象也

①黄生成、张馨丹、黄琼锌：《论中国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实践途径》，《大陆桥视野》 2023
年第1期。

②罗成雁、官秀娟：《文化自信的治理性内涵研究》，《创造》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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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手段，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思维、行动、精神状态，能孕育文化规范性层面的制度、道路

和理论，文化自信不断推动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发展，其作为最根本的自信，既是

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

文化自信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基本逻辑。文化自信不仅源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积淀，如今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自信的现

代化实现路径不仅以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微观个体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意识形态推动时代的进步，此外，也在规范性层面蕴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总

之，文化自信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基本逻辑：一是在个人层面，文化自信体现在通过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微

观主体的发展；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自信作为一种价值观信仰，代表了一定的社会文化，

代表了指引先进前进方向的价值体系，它将通过意识形态的指引不断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向更

高层面推进；三是文化自信通过文化认同凝聚力量，不断完善中国式民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规

范性层面强化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①文化自信包含重要的治国思想，具

备独特的治理性内涵，文化自信具有整合凝聚功能，在文化主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具化标准与

规范，从而实现对文化主体的治理自主性，推动文化的制度化发展，并由此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因此，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内涵与丰厚智慧，坚定文化自信，对于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文化创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

时代、引领时代。”②文化创新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发展动力，一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凝

结为一个时代的文明核心，必然经历文化创新的催化和洗礼过程。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创新为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全面发展提供第一动力。创新理论的

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创新意味着毁灭，意味着必须创造新的价值，而新的价值的产生正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文艺为政治

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思想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从“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原则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强调，无一不是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双力”提升，未来，促进文化创新

的重点主要放在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引导新型文化消费上，以此作为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切

入口。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文化的精神引领和凝聚作

用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文化进行创新是丰盈人民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精神力量、实现中国

①张文雅：《从“文化自信”审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与路径——基于二十大精神》，《第十届公共政策智

库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22年10月25日。

②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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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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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现实路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的基本方针，它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是文化创新的主体，强

调在文化创新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挖掘广大群众的创新潜力。同时，也深刻阐明了“文化创新为人民”的价值旨归，只有秉持“为

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文化创新原则，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文化动能。

纵观中华民族历代文化飞跃，无一不处于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井喷期。中国汉文化的

轴心时代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三四百年间产生了先秦诸子百家，以儒家、道家、墨

家、法家、阴阳家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构成了早期中国汉文化的思想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元典。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大融合的繁荣时代，佛教文化传入，与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相互借

鉴融合，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成功也让胡汉文化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

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典范。进入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为新思想开辟了道路，动摇了

封建思想，民主和科学思想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为五四运动的

爆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

的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新的伟大的理论和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新境界，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历史和现实也充分证明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都是以人民群众

的精神飞跃为动力支撑和发展路径的。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发展原则。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

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这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出发，探索解决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问题，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关系，从而为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提供原则、方式和方法。创造

性转化，就是对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进行适应新时代的转化和改造，做到把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对

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

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

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②他还指出“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

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古代

的思想和理念对当代实践的重要价值。可见，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文

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发展原则。

创新性发展，就是将文化以时代的要求为参考做进一步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

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③在文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途

径就是以数字、科技、产业赋能“三种文化”，加快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版本馆等文化设施和文化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68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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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建设，创新文化表达情境和表现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国文化顺利出海。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内容、技术和制度相协调的文化创新系统为实践保障。要实现中国式文

化现代化，内容创新是根本，技术是关键，制度是支撑，三者的协调发展为文化创新系统提供了

现实保障。内容为王，没有出色的内容，文化就没有了灵魂。如今，碎片化的内容以抓住用户眼

球为目标，深度内容极度缺乏，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亟待净化。在这一背景下，“学古不泥古、破

法不悖法”，既不食洋不化，也不故步自封，应在推出精致文化大餐上下功夫，从中外先进内容中

创新中华文化，高质量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目标。技术创新为文化腾飞插上强力翅膀，谁拥有

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文化创新的历史都伴随着技术的突破和辅助。

活字印刷技术让普通民众得以接受文化的浇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全球化

传播；广播电影电视技术创新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创造了新的信息分享方式，带领世界进入大

众传播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以数字技术、5G、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为

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加速和文化融合，成为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制度创新为文化发展提供优良环境，是文化创新的顶层支撑。近年来，国家在立法保障、战略制

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体制壁垒破除等方面加大对文化创新的保障，打造了文化协同发展创新

的模式，在构建文化资源数据库、打造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赋能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升级、

突破软硬件“卡脖子”技术、加快文化版权交易中心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五、文化自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建设目标

对于文化自强的目标锚定，是党和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所做出的

新部署，体现了党对推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最新理论探索。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出台，也印

证了这一动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党的

二十大报告重点着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自强作为自信的进一步发

展首次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文化自强是关于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的重大意义。这启示我们要站在历史的广度和理论的高度去把握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从

新时代伟大文化变革中去理解“文化自强”这一概念的生成逻辑。一方面，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信

的深入和推进。“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信”的补充和深化，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

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文化自强首次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事实也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人积极以历史主动精神回应时代化之问和现代化之问，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加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另一方面，文化自强是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

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两个文明”犹如车之两轮、鸟

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文化自强正是“轮”与“翼”的动力来源。对人民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

精神成长史、精神发展观进行丰富、构筑、锻造和刻画是文化自强的必然指向，也是实现中国式

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化自强是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目

标的回应，具体表现在文化方面，就是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

曾领先于世界，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近代以来，我国一度面临文明蒙

尘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将文化建设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目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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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强与复兴。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还包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向世界阐释好蕴藏其中的中国故事，是联结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世界主流叙事的关键节点。

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建构国家形象的关键之举，也是向世界展现积淀数千

年的中华文化焕发光彩的时代机遇，我们有信心讲好、有底气讲好、有志气讲好中国故事。同时，

需要厘清的是，文化自强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在文化高度自信的基础上，以更

开放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更包容的情怀去海纳百川，于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自信与自强

的有机统一，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之“为我所用”，并为世界文明增光添彩。

文化自强以“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实现表征。所谓新辉煌，新在从党的十八大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心中不断深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并得到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逐渐分明并交相辉映，对网络生态的治理紧锣密鼓，成果显著，意识形态领

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以文化自强为指向，抓实抓好各方面工作。一是以文化自强

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凝聚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合力和引领力，把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上；二是以文化自强着力培养勇于担当、善于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精神营

养；三是以文化自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传播具有人

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上不断发力，创造一个人民文化人民建、人民文化为人民的中国文化生态

系统；四是以文化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创造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

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华民族秉持着“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的信条，是具有创新创造精神的民

族。如今，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以文化自强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焕发新活力、再创新辉煌，是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六、以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这十年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因地制宜的

现代化之路，只有真正发挥本国优势、充分尊重发展规律的道路，才能真正走通走顺。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树立了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

典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想引领、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作为建设好精神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承载着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

自信自强的光荣责任。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价值与作用。

从人类文明维度来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不只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表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等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是具

有时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的精神宝藏，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挑战的重要启示，为人类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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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启迪。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强调注重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新型文化业态和跨界赋能、国际文化传播与文化贸易，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

展、和平发展。这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理念较之于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的文明发展史，

更能体现文化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更能呈现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上的中国贡

献。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根本落脚点，它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为基本原则，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去依附的新型道路形态，是中国文化自

信自强的文明反映。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文化不断发展、不

断进步的过程。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传承与创新，更来自增强文

化自信自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个过程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文化提

升，需要抓住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民更加全面地发展。这

也决定了中国在进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文化自觉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人类优秀文明

经验，更加自觉地增强文化自信，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

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明进步。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自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相互借鉴，因

相互借鉴而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是在交流、交融与碰撞中发展的，绝对封闭的

文化往往会被历史淘汰。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就越要坚定树立和躬身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价值观，以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惟其大道方致远，中国式

文化现代化就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自强，以负责任的文

明精神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协调行动、携手共进，共同推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文明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未来发展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

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带领着中国人民仅用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

家几百年靠物质掠夺、文化强迫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通过杜撰

各类谣言妄图操控国际传播舆论、以文化虚无主义扭曲中国历史和文化，试图以不同的模式和方

式造成中国的文化失序、文化分裂和文化冲突。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则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以更大力度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代化。面向

人类文明的未来，我们要敞开大门，深入开展中外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坚定走去依附的新型文

明发展道路，既不奴役他人，也不附庸他人。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我们要提高自身文化的吸引

力和向心力，以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

更多公共文化产品。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我们要引领国际社会更好适应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的

变革，更好适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世界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发

展的不同，携手共建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平安全的文明潮流。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我们要

把文明的多样性转化为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不断增进中国与世界的文明理解，引

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为世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 李振武 郭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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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Outline for Chinese‐Styl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Li Fengliang, Chen Nengjun · 5 ·
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criticism, inheritance, and trans‐
formation of culture, and a synchronized adapt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itu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evolu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with the
emergence of“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bound to become a basic compo‐
n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
iza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Chinese‐styl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inese‐style cultural moderniza‐
tion is a development path for socialist 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
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regards cultural awareness as the premise, cultural self‐confi‐
dence as the found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self ‐ en‐
hancement as the development goal. Meanwhile, the extension of Chinese‐styl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lso
includes several aspects: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industry modernization, cul‐
tural public service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owards civilization,
the civilization view of“facing modernization, facing the world, and facing the future”upheld by Chinese‐
styl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ll provide a new form of world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with fairness, justice, peac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for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2）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o Advan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Ge Yang · 24 ·
The great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coupled with the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and exploration in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components,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featured with the dominant role of
public economy 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economy with diversified ownership forms, the distribu‐
tion system in which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acts as the main body and multiple ways of distribution
coexist,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a necessary
choice and an essential part in improving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not only helps to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restrict the fre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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