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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最早的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定义为

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等，并对以上几个方面制定了衡量标准。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虽有许多不足，但它奠定了世界对现代化的基本认知。的确，现代化是一个系统

工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现代化还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工程，浅层

次的现代化以物质和社会的“硬件”为衡量标准，表现为经济的工业化、民主政治体制确立、现代社

会结构形成、人形成竞争与拼搏意识等，深层次的现代化则以人和社会的“软件”为衡量标准，表

现为现代经济持续发展方式的形成、现代民主政治良好运行体制的确立、公平公正和谐社会结构的出

现、人具备现代发展意识与能力的同时对社会满意度高、幸福指数高等。在各层面构成的现代化体系

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杠杆，社会是载体，人是核心。发展现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提升社

会发展水平，最终目标都是提高人的生活品质，提升公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在国际上则是提高国家民

族的尊严，这就是现代化的人本目标。

领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的执政目标。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

提   要：在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视野下，包含民富、国强、社会公正、人民幸福、民族复

兴等内涵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提出的伟大战略思想，更是中国

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基础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内涵的五个方面既互为一

体，又层层递进；既有经济与社会追求，更有人本追求；既有国内追求，也有国际追

求。中国梦实质上是追求全面、可持续、人本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完成并

使中国成为现代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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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一直在不断探索，认知也不断深入：毛泽东时代以物质为标准界定，把

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邓小平时代则在追求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中

心衡量，确立了全面发展和通过温饱、小康、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经过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持续努力，2012 年，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

标（温饱和小康社会）已经实现，中国已经从整体上迈入了小康，实现全面现代化成为下一步的奋斗

目标。在此基础上，2012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包含“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等内涵的中国梦。在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中国梦与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追求的现

代化奋斗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是追求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全面现代化且成为现代世

界强国。

自 2012 年底中国梦提出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梦内涵有大量的研究，但关于现代化与中国梦关系

的研究成果不多，徐奉臻在《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多维关系探微》 一文中指出，中国梦提供中国现代

化之动力，折射中国现代化之进程，催生中国现代化之战略。① 关于中国梦实质的研究，与本文有一

定契合度的有汪玲丽、汪宗田的《正确理解“中国梦”的实质》，它认为，中国梦的实质是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② 本文将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视域论述中国梦的内涵，认为，在现代化发展目标的

视野下，中国梦实际上是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描绘，“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

谐、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是要使中国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的现代国家和世界强

国。中国梦实质上就是追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全面完成。中国梦大大提升了中

国现代化目标的高度与深度，拓展了现代化目标的宽度。

一、中国梦：中国现代化全面实现且成为现代世界强国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念和三步走（温饱、小康、现代化）

现代化战略构想的指导下，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的新篇章。在 30 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中，理论上，中国特色现代化从概念发展成为了系统的体系，实践上，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且整体步入了小康。接下来，全面现代化成为中国的进军目标。但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全面现代

化？在此节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承继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目标追求，立足于小康社

会的基础，提出了中国向全面现代化迈进的新目标——中国梦。

在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中国梦是中国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对

21 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设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描述，就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在诸多论述中都把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联结在了一起。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③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答道：“在新的历史时

① 参见徐奉臻：《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化多维关系探微》，《理论探讨》，2015 年第 4期。

② 参见汪玲丽、汪宗田：《正确理解“中国梦”的实质》，《学习月刊》，2014 年第 20 期。

③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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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① 2013 年 5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广大青年必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见证、共同享有中国梦的实现。”②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梦就是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中国梦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是与中

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完全统一的。应该说，中国梦的提出奠基于小康社会的基础，指向全面现代化的

目标方向，是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基础上中国下一步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包括的强国、富民、社会

公正、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等几方面内涵，不仅彰显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还展示了

作为发展中大国尽力奉献世界的国际胸怀。中国梦是对小康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代化下

一步发展目标的深刻凝练。所以，中国梦也是强国梦，它体现了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凝聚

全民族的力量，使中国成为现代世界强国。

二、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的中国梦内涵解析

在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包含“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际上

有“国强、民富、社会公正和谐、人民幸福”等现代化全面实现的国内发展目标和“民族振兴、成为

现代世界强国”的国际追求。

第一，国强。国强是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饱受民族屈辱的中华儿女的梦想和中国近代以来一

直追求的现代发展目标，这一目标曾先后化为坚船利炮、实业发展、西方民主制度等，但均未成功，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才有了基础和依托。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今天，小康

社会已基本实现，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强国成为了近在眼前的愿景，因而，强国成为了中国梦的首

个内涵。2012 年 12 月 8 日和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③

经济是强国的基础和重要指标，是经济大国的必然追求。经过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的持续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大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

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④。创新指数是经济实力和经济

活力的体现，更是决定一国在未来世界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核心技术

大多是引进与模仿外来的，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⑤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国国际地位的衡量不仅由 GDP 量的内容，更有

质的规定，质的作用更大。因此，已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必须向经济强国和创新大国迈进。

当然，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科学技术等硬实力的强大，也包括民族文化、精神、

凝聚力等软实力的强大，下一步，中国要在追求经济等硬实力强大的同时，大力发展先进科技、先进

①②④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56、54、142、144 页。

③  《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强调：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新华网，20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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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文化产业，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综合强国。因此，追求由大国变强国，是中国梦

的首个内容。

第二，民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中心，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或人民的富裕程度）是现代社

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和衡量指标。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则从主要两个主要方面来衡量：一是人均收入的

高低，二是消费系数的大小。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制定了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 60% 为贫穷，

50%-60% 为温饱，40%-50% 为小康，30%-40% 属于相对富裕，20%-30% 为富足，20% 以下为极其

富裕。按联合国标准，截至 2014 年底，中国还有 7000 多万的农村贫困人口，使他们全部脱贫仍然是

一项艰巨任务。

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设计的三步走战略是温饱——小康——富裕。2012 年的中国虽然整体上步入

了小康，但不论是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恩格尔系数还是贫困人口数，距离富裕还都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后，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让人民全部摆脱贫困，让社会实现全面小康，是

中国人本现代化的必然追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11 月 27 日的《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①

第三，社会公正。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征途上的一贯主张和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公正的追求彰显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色。社会公正包含的内容很多，包

括公民的政治权利、收入分配、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改革开放以来，在经

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社会福利都逐步发展与提高，文化教育与社会公

共服务的范围与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但作为社会公正重要标志的分配公正却一直存在问题。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的执政理念。社

会公正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备的内容，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习近

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1 月 7 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②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

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因此，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让

广大民众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红利，实现以分配公正为核心的社会公正是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后追

求现代化全面实现的中国下一阶段必须完成的社会改革目标。

第四，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近几年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主题词之一。人是社会的主

体与核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高社会大众的生活幸福指数既是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深层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③，中国梦把中国的发展与

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对幸福的理解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更美好的生活和社会的想象和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79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47 页。

③  《习近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新华网，201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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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人类历史上无时不在，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更换而不断变换着形式和内容”①。但作为现代社会的

发展目标，经济富裕、政治民主、社会保障完善等应该是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人民积极上进、社

会凝聚力强、社会和谐应该是人民幸福的表现。而“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则可以看作是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的国情下中国人民对幸福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实质上就是

要求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转化为民生的改善与提高、转化为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的完善、转化为和

谐向善向上社会的形成。它是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后，把社会发展的中心由物转向人，进一步保障和

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

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因此，追求现代化全面实现的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实现“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作为了自己的

奋斗目标。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中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② 就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实现人本现代化的

目标表述。

第五，民族振兴。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才会有复兴的渴望和追求，因而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历代中国人的梦想。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

访时的答问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③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发展中大国和工业化中后期国家，中国不仅在世界经

济增长、贸易增长、减少贫困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也用自己的发展抵消了金融危机对全球的负面效

应。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

如何成为一个实力强大、并能够为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具有更大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世界

强国，豪迈地站在现代世界舞台上，又成为了今天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也正是在这一节点上，习近平

总书记把民族振兴作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对全国人民提出。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

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④ 追求民族振兴，就是努力使中国成为现代世界强国。

当然，追求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梦，它蕴含的是“和平、发展、共赢、共享”

的世界主题。中国追求的民族振兴是排除武力、放弃战争的和平复兴，追求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还是发

展梦、和谐梦、奉献梦、共赢梦。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答道：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

民。”⑤ 中国梦追求的民族复兴体现的是作为古老文明大国的进取心和奉献心，体现的是作为世界人口

第一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世界胸怀和大国责任感，它要使占世界人口 1/5 的大国彻底完成现代

转型，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强国，还要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发展。 

① [葡萄牙]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全球左翼之崛起》， 彭学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0 页。

②④  《习近平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 年 11月 16 日。

③⑤  《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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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梦的内涵体系及实质

现代化是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潮流，也是所有未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普遍追求。在这一追求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确立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全面发展、五位一体发展等目标，并确立了温

饱、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把现代化从经济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与深

入。在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视野下，中国梦实质上是中国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现代化

并成为现代世界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强国、富民、社会公正、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共同

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互相促进且互为整体的内涵体系。在这一体系的五个方面中，前四个方面是对

内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对外的。

对内的四个方面中，中国梦首先追求中国由大国变强国，既追求经济的硬实力强大，也追求科技

与文化的软实力提升，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在追求国家强大的基础上，它

追求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民由温饱变富裕，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提高。

在强国、富民的同时，中国梦还追求强化社会建设，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社会的全面发

展、和谐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追求经济与社

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中国梦还追求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实现生活世界的现代

化，实现人本内涵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深层次发展。中国梦对内目标的四个方面虽各有自己的发

展方向和重心，但同时又是层层递进、互相促进且互为整体，强国是富民的基础，强国、富民、社会

公正又是人民幸福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实现了人民幸福，全面的、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才会

实现，因此，中国梦追求的对内目标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民族振兴作为中国梦的第五个方面目标，它是对外的，是立足于国际视野的，但它必须以前四个

方面为基础和前提，没有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人民的幸福，国际担当、国际奉献是奢求，而只

有实现了民族振兴，有了更多的民族担当，为世界的和平、和谐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才能够成为

世界舞台上真正的现代大国，才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现代文明的魅力、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

力，中国梦才能最终实现。

可以说，中国梦内涵的五个方面把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由物化转到了人本、由单一转到了全面、由

浅层转到了深层次、由单纯国内标准拓展到了国际视野。因此，在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中国梦是

中国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它要引领中国成为全面的、以人为本的、

为世界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世界现代大国、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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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的中国梦内涵实质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