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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共现代化思想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的演进轨迹。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认识到，必须发展工业，拥有现代化的军队，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逐步形成并确

立在 20 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开始把民主、法制、
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把政

治概念与现代化一起使用，这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明确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共现代化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反映

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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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传统的农业社会

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并引起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相应变化［1］( P12)。建立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建设的目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继“四个现代化”
( 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后，提出

的“第五个现代化”，并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在现有

研究中，还没有专门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角度，历

史地分析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如何从“四个现代

化”发展到“第五个现代化”，更没有深入分析这一

变化背后的缘由。以中共文献为依据，通过文本分

析，结合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可以再现中共对现代

化认识的演进轨迹。这不仅可以深入研究“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缘由，而且对全

面把握其内涵具有现实意义。

一、“四个现代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的现代化，选择的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带

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此来实现国家的

现代化。在不同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逐步形成并确立“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为着中国的工业

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抗日战争中，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中国共

产党人认识到，中国不敌日本，主要原因在技术落

后。要打败日本，必须发展工业，掌握先进技术，建

立现代化的军队。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

战》中明确指出，要“发展新的军事工业”，“革新军

制离不了现代化”［2］( P470、511)。10 月 12 日，毛泽东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要“创立真正现

代化的机械兵团”［3］( P614)。此后，“现代化”在中共

文献中开始大量使用，主要是用于军事、军队方面。
1944 ～ 1949 年间，毛泽东在《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

国的工业化的》、《论联合政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就中国的工业

化问题作了大量论述。他提出，中国的民族独立要

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共产党是要努力于

中国的工业化的。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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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

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

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

斗争，而且是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可以说，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在外敌入侵强烈刺

激下的一种反应，是出于救民族于危难的现实选择。
因而，在对新中国建国目标的设计中，中共明确提出

了国家工业化、农业近代化( 或现代化) 的任务。
( 二) 1949 ～ 1956 年: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

运输业、国防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这为重启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中国的现

代化，选择的是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共

认为，经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

本主义制度先进，“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

路”［4］( P226)。这样，此前确立的“独立、自由、民主、
统一”的目标已经实现。接着，就是要解决国家富

强的问题。1954 年 9 月 13 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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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

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5］这是中共

文献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并于 1956
年 9 月 26 日写进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1956 年 9
月 27 日，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完

整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以及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认识。指出，在现代中国条件下，只有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工业化问题。国内主

要矛盾的实质，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

的矛盾［6］。这一论述表明，在中共看来，社会主义制

度是先进的，需要解决的是落后生产力的问题，因而

要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属于经济现代化的

范畴。
( 三) 1957 ～ 1977 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现代化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

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都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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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207)。1958 年

5 月 27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

“三个现代化”的提法。这一表述，不再把能纳入工

业的交通运输业单独列为现代化的一项内容，而是

增加了“科学文化”这项。没有把现代国防放在一

起讲，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缓和。但这并不意

味着中共放弃了国防现代化的目标。1959 年底，毛

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

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

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7］( P116) 在这

里，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明确地阐述了“四个

现代化”的思想。之所以又将“国防现代化”加进

来，主要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冲突等因素

影响，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恶化，中共开始改变对

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
1962 年 1 月 27 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

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8］( P370) 的提

法。1963 年 1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

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9］( P412)。于是，“科学

文化现代化”被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 年

12 月 21 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上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9］( P439)。1975 年

1 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周恩来在他生前最后一次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9］( P479) 这一表述，相比 1954 年，

把农业放在工业前面，主要考虑到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吸取“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

比例失调的教训。

二、“现代化”的丰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始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对历史经验的总

结中，中共认识到，社会主义在具体制度层面存在弊

端，现代化建设不应局限于四个现代化，并开始把民

主、法制、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纳入现代化，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内容不断丰富。
( 一) 1978 ～ 1987 年:以“四个现代化”为主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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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的决定。这也是中共正式文献中首次使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概念。“四个现代化，集中起

来讲就是经济建设。”［10］( P240) 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内涵更为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

个方面。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作了解释。他说，四个

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

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要在改革和完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

法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

目标［11］( 204)。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现代化建设的

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0］( P250)。
由此，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

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12］( P99) 于是，中共关于国家建设的目标

正式作了变更，不仅仅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还

要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
之所以提出并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

是因为中共在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10 年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在具体制度

层面存在不少弊端，如民主不足、法制不健全、权力

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

身制等。鉴于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

个现代化，必须改革同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值得注意的是，“四个现代

化”相比此前的表述，在次序上进行了调整，把工业

放在了首位。这样的调整，更符合现代化的本义。
现代化，其本质是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世界性历史

过程，其动力是工业化。同时我国工业落后的国情，

也要求把工业化放在首位。十二大还提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意味着，在

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中，经济现代化的任务是重点。
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

及对现代化认识的丰富，中共逐步改变了在 20 世纪

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确定 20 世纪达到“四

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即“小康水平”［13］( P64)。邓小

平说，到 20 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

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

低的”，“中 国 到 那 时 也 还 是 一 个 小 康 的 状

态”［10］( P237)。根据邓小平的精神，中共十二大明确

了从 1981 年到 20 世纪末的经济建设目标，即“在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

总产值翻两番”，“实现了这个目标”，“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14］。这样，实际上就

正式改变了此前确定的 20 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
( 二) 1987－2006 年: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对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

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这比以前的提法

更周 到 些，不 过 句 子 还 太 长。语 句 简 短 一 点 好

记。”［10］( P276) 鉴于此，中共十三大报告对其进一步作

了提炼，提出“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15］。十三大还制定了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战略，即: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

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

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

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5］这样，就正式把实

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到 21 世纪中叶，而且是基本实

现现代化。在十三大报告中，“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不再出现，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代替了十二大党章关

于党在现阶段总任务的表述。由此，“四个现代化”
的提法退出中共正式文献。1997 年 9 月，中共十五

大进一步制定了 21 世纪上半叶现代化建设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即: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

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

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到建党

100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

善; 到 21 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 三) 2006 ～ 2012 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我国

社会进 入 了 矛 盾 多 发 期，民 生 问 题 越 来 越 凸 显。
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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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目标，强调要使社会更加和谐。2006 年 10 月 11
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提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从“三位一体”发展到“四位一体”，也进一步丰富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内容。2007 年 10 月召开的

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涵

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 100 年

时建成 富 强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身要求来看，社会主义

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还要实现政治的

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简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是指管理国

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指运用制度管理社

会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使制度

更加科学和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善于运用

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

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

平［16］。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中共认为，社会主

义制度是先进的，不足的是物质文化还很落后。因

而，在中共看来，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文化

层面，不存在所谓政治现代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审

视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认识到社会主义在具体制度

层面还存在很多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

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明确提出

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以巩固和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

中明确了这一目标的具体时间。他说，“恐怕再有

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3］( P372) 此后，历次党代会

坚持并将这一战略思想具体化。中共十四大正式肯

定了这一思想。中共十五大在确定 21 世纪上半叶

发展目标时，明确将“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纳入建党

100 周年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到 2020 年，要建成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更加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等。中共十七大进一

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包括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基本确立。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总

体上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存在不足。
比如，制度之间的衔接还不够，制度体系不健全。没

有按照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 包括社

会中的个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7］。各治理主体

能力不足，按制度办事意识不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需要进一步提高。改革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浅层次、
碎片化和非均衡性特点，诱发了二元结构困境、人口

资源环境压力、教育医疗住房安全问题以及固化的

利益藩篱; 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

范; 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18］。从现

实发展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的局面逐步打

破，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社会的独立性、利益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趋

势明显，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从中国现代

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已进入从现代化的早期阶

段向后期阶段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现有的

国家治理体系，挑战国家治理能力，社会大转型推动

着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19］。
因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在

2020 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建立一套更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个任务十分

艰巨，必须对各方面体制机制进行全面的系统改革，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

应、取得总体效果。鉴于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一方面，

这是对改革开放 35 年来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

·93·

·党的建设·



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

挑战的主动回应［20］。从内涵上看，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政治现代化的范畴，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内容之一。从中共文献中关于“现代

化”的用法来看，这是第一次把政治领域的概念与

现代化一起使用。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共现

代化思想的重大发展，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综上所述，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

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第

五个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

认识到，必须发展工业，拥有现代化的机械军团，才

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逐步提

出并确定在 20 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以新的角度审视国家

治理体系，认识到，社会主义在具体制度层面存在弊

端，开始把现代化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

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把政

治概念与现代化一起使用，这是中共现代化思想的

重大发展，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和内在

规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临不同的

任务，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呈现不同的内容，侧重点

也有所不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中共最初对

现代化的认识不免有片面之处。但就总体趋势而

言，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全

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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