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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个时代化的创新概念， 也是一个现实性的重大命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

一种超越性的文明形态， 不仅具有中国意义， 而且具有世界价值。 全面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特质， 要科

学把握守正与创新、 民族与世界、 普遍与特殊、 差异与包容、 继承与发展等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古今贯通、 新

旧对比、 中外考察的视角整体把握。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创

新性、 民族性、 世界性、 包容性和发展性。 这些特性集中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般性与特殊性、 历史性与现

实性、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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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时代化的创新概念， 也是一个现实性的重大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

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

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中国共产党从内在逻辑层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文明发展

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 新型概念的生成过程是新型文明形态演

进的生动缩影。 “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概念的生成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

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

出：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

这一概念进行了政治确认， 并将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③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开创新型现代化道路和新型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贡献，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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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创新性

创新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质。 纵观人类文明演进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可以发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新型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的整体样态。 从人类文

明发展谱系来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奴隶社

会的文明形态、 封建社会的文明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①，

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已然状态或实然状态， 但文明形态的分布并不是平面化的， 而是呈现出

时间性与空间性复杂交织的状态， 这也就造成了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文明形

态。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文明谱系中的最新形态，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体现了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同时蕴含着基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

人类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集成形态，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创新型的发展

秩序， 体现了对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体系及其话语体系的反思和重塑， 旨在基于全人类共同

价值建构出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新秩序。 这种全域性、 根本性的秩序创新， 不

是一种修补性创新， 而是蕴含着鲜明的原创价值， 是基于古今之变、 中西对比、 新旧转换进行的

时代性创新。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视这种创新性， 就要科学分析社会主义文明尤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文明的现代形态及其

塑造工程， 仍旧主要介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 西方文明所引领的， 是原发型现代化国家所

创造的人类文明既有形态； 而中华文明所要形塑的， 恰恰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所谋求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②。 历史基础、 时代环境、 作用机制、 生成逻辑、 文化基因、 价值基础的差异， 决定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是一种时代性跃迁和整体性重塑。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开创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

进逻辑昭示了这种文明形态的原创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③。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

方面， 分别是概念创新、 命题创新、 视角创新。 就其概念创新而言， 体现为文明秩序的重新界

定； 就其命题创新而言， 体现了文明议题的创新回答； 就其视角创新而言， 体现了文明发展的思

维转换。

·８４·

①
②

③

参见田心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
参见王立胜、 晏扩明： 《 “儒家传统 － 共产主义” 文明新形态———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探索》， 《文化纵

横》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求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质

其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经过历时性对比分析和共时性对比观察， 在深刻总结文明发展经验

和深刻揭露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弊端基础上提炼出的原创性概念。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门科学提

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 经过长期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这不仅是就其发展历史、 组织规模而言

的， 而且是就其历史创造和国际影响而言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成就对于中华民族发

展进程、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全党共识的形式对百

余年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发展格局、 存在形态、 文明特点进行高度总结， 并以一种新型概念的形

式进行表达， 充分体现了通过提炼原创性概念、 范畴和表述建构时代化话语体系的自觉。
其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一个创新性的概念， 而且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属性

的时代命题。 这是基于时代发展要求和现实发展境遇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 就是通过建构什么样

的文明形态来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 尤其是当前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

的重大问题时， 迫切需要新的超越 “西方中心主义” 的理念、 倡议和主张， 来解决经济衰退、
政治极化、 气候变化等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一种建构新型文

明形态的自信心态， 这种文明心态的生成既是对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文明体系和发展格

局的一种辩证批判， 也是致力于建构新型的全球治理体系、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新

型国际关系的一种选择。
其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视角创新， 强调对既往和现有文明形态的一种借鉴和反思。 纵

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我们长期以来受到西方理论影响、 范式误导和话语禁锢， 在对待文明形

态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大历史观和全球史观， 形成了新的观

察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与维度， 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 人类

文明新形态概念的提出， 不仅增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有助于推动中华

文明内在活力以实现时代复兴； 而且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和精神自觉， 有助于将这种精神

力量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自觉。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民族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打上了深刻的中国发展印记， 蕴含着鲜明的中华文明基因。 民族性是人类文

明形态的基本特性之一， 文明的民族化与世界化是其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向度。 正如马克

思曾立足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其民族性及其发展性进行的分析所指出的： “ ‘现代社会’ 就是存

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 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

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 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②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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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形态， 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的当代形态， 是人类文明成果高度凝练升华的

中国形态。 这一新型文明形态， 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 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 并且在与世界不同文

明沟通交流中吸收借鉴了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质。
究其根本，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 “两个结合” 的产物，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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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 这种文明形态基于特定时空条

件下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和实践经验，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既打上了深刻的中国实践烙印， 也传承了深刻的中华文明基因。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民族

性与世界性、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价值理念、
发展道路、 发展战略、 发展格局而形成的文明形态， 这种形态体现了应然原则与实然要求之间的

科学深层互动， 体现为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转化、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化、 人民意志与国家战略之

间的转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 充分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 这种发展逻辑从根本

上来讲， 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 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 而是一种

新型的现代化发展形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 不是简单延续

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

践的再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性具体体现为四个层次。 其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崭新的形式、 鲜明

的特色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内在

契合性。 中国的革命、 建设、 改革、 发展的长期历程， 中国从落后时代到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

的转换，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充分表明中国的发展不是简单

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营养转化为现代化的表现形式， 是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

观念融通起来”② 塑造出的现代文明形态。 其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设想的模板， 而是在 “两个结合” 中经历了从一般到具体、 再从具体到一般的转化过程，
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与中国政治经济条件、 历史文化传统、 传统习俗惯例等进

行深度结合的产物。 其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而是将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转化为治国理政资源的结果， 体现出 “中国式” 与 “苏联式”
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时空条件方面， 而且体现在价值理念方面， “中国式” 的新型文明

形态摆脱了苏联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教条化趋向。 其四， 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

展的翻版， 而是坚持本土意识、 自主意识、 创新意识， 将不同文明成果的精华进行了适应性吸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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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结果。 这种新型文明形态是将不同社会性质、 不同发展条件、 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现代化道路

探索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①。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自身发展逻辑和科学的政治路

线、 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 经过长期探索而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 这种文明形态不仅

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而且实现了不同文明精华的本土转化

和当代转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既需

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 也需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② 为此， 中国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入挖掘、 科学整理、 系统阐发， 接续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通过文化资

源时空形态的转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激活中

华文明的生命力、 创造力与凝聚力， 以结构调整、 系统重塑、 历史变革的形式把跨越时空、 超越

国界、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

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性

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属性， 而是彼此依存的两种特质，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 习近平指出： “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 多样带来交流， 交流孕育

融合， 融合产生进步”③。 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内在规律， 肯定和确认文明的

世界性是客观认知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本要求。 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 世界的发展更加需要中

国。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要在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上生成、 发展和演化。 这就决定了文明形态总是

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但是各种文明形态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 这种共通性是文

明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基础， 也是揭示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条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指出， “一百年来， 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也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 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新型文明形态， 既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大党独有难题， 也在摆

脱绝对贫困、 维持社会长期稳定、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跳出历史周期率等世界性难题方面进行

了独创性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种创新性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中华民

族的发展前途、 中华文明的演进态势， 而且为解答世界课题、 攻克人类难题、 回答全球议题作出

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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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６４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长期以来， 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和平发展战略，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发出建设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

倡议等， 为当今世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 难题、 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些

都已然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性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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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意义， 也对一些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具有启发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通过创新性探索形成了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

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发展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 这对于广大的与中国具

有同样发展境遇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基础上加快自

身发展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方案， 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为此进行了长期探索。
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对比中， 中国式现代化以显著的科学性、
协调性、 持续性吸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学习。 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建构形成的人类

文明新形态正在通过不可争辩的事实扩展着自身的世界性。 长期以来， 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中国之治”， 而且建构起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多年来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３０％ ，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

性的扩展不仅展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般规律、 一般特征， 而且将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现代化发展规律进行深度融合， 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

性。 但这种独特性也蕴含着对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探索， 有助于其他国家从中把握现代

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性的扩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是伴随着世界人民的认知过程和对比进程

而不断推进的。 面对当今世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极化、 制度失灵、 治理失效、 政

局失序等乱象， 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和文明形态来引导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新的世界议题。 探索建

构新型的文明形态， 不仅是一国一时的问题， 而且是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全局、 世界发展整体、 全

球治理根本的世界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图景， 深刻总结文明史中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 对时代之问作出了符合规律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出席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 的主旨演讲， 指出： “当
前， 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 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 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全球

发展遭遇严重挫折。 世界向何处去？ 和平还是战争？ 发展还是衰退？ 开放还是封闭？ 合作还是对

抗？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②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 ２１ 世纪尤其是世界百年变局中的时代之

问作出了科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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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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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包容性

包容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证。 中国有句古

话：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

共处于这样一个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之中，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道

路的权利和义务， 也都有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本国、 本民族智慧的权利和义务。 人类社会对发展

道路的探索应该是广泛性、 包容性、 开放性的， 而不是排他性、 竞争性、 封闭性的。 广泛性探索

能够充分激发不同主体的创造性、 创新性、 开拓性， 从而为人类社会寻求和建构出真正符合人类

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格局。 那种企图以一种文明形态、 民主模式、
发展道路来强加于不同时空条件、 历史文化传统、 现实国情条件下的做法， 从根本上来讲是违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背离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 是无效的。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 民主观、 价值观、 发展观， 是一种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 是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和试图建构单极世界的手段。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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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逻辑， 既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质， 也具有鲜明的科学属性和价值属性， 是中华文明这一世界上唯

一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态能够在 ２１ 世纪绽放出新的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 中国一直致力于独立

自主地追求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从而为建构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路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

重要力量。”②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动力。”③ 不论是中华文明， 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 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积累性发展创造的成

果， 因为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 所以每一种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都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 在文

明问题上， 生搬硬套、 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

重， 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承了科学的文明观和文明思维， 其包容性主要体

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对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包容， 二是对不同社会性质文明形态的包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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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不同发展阶段文明形态的包容。 这三种包容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① 文明形态同样如此， 不能苛求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实行同样的政治制度或发展

战略。 “履不必同， 期于适足； 治不必同， 期于利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正像我

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 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 历史遭遇、
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 否则， 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②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

人类社会发展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的必然结果， 不同的民族国家、 不同的社会性质和不同的发展

阶段的文明形态都有着具体的表现形式， 这是客观规律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表现出的包容性

自觉。

五、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发展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在实践中发展的文明形态， 体现了鲜明的主体自觉、 历史主动和时代

自信。 这种文明形态具有历史性， 深刻浓缩了历史经验、 揭示了发展规律； 具有现实性， 科学回

应了现实问题、 突破了现实困境； 具有未来性， 创新回答了时代课题、 引领了发展方向。 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发展性是创新性的基础， 而创新性是发展性的表现， 只有发展才能不断赋予文明形态

以新质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摒弃了造成

两极分化的现代化， 追求全面协调发展并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摒弃了造成物质主义膨

胀的现代化， 追求物质和精神层面全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摒弃了旨在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追求基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来讲， 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

判和超越。 审视资本主义文明， 不仅要看其原生形态， 而且要看其衍生形态， 全面考察和评价其

传播价值与借鉴意义。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

的时候， 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在故乡还装出

一副体面的样子， 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③

人类文明新形态， 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般性与具体性、 经验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这种

文明形态的发展性不断展现出其科学性的内在品质。 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关系， 需要不断对现

实世界进行改造， 从而建构出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形态和人类社会。 应然演

化为实然的过程， 是历史主体奋进留下最有价值的印记， 也是文明得以接续积淀的重要条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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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球两制、 中西竞争、 资强社弱的世界整体格局中， 本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 再加上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更加剧了 “黑天鹅” 事件、 “灰犀牛” 事件

的出现， 世界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架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多个维度

对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作出了系统回答。 在价值理念层面， 中国强调全人

类共同价值， 以此来对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宣扬的 “普世价值”； 在国际战略层面， 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等， 以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 强权政

治； 在理想目标层面，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冲美国试图建立的单极世界。 凡此种种， 中国致力于

以国际关系民主化、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文明演进历史经验、 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 提

出建立公正合理的 “平行化” 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 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基于资本逻辑所建构的剥削性、 暴力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权力分配格局； 中国致力于

营造一个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并始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际格局， 反对基于单边主义的各

种形式的经济制裁、 武装干涉、 意识形态渗透等； 中国致力于在新型政党关系、 国家关系、 民族

关系、 文明关系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反对基于文明冲突、 制度更迭、 民族歧视等划分

的世界阵营。 这一过程正在逐渐由量变到质变， 近年来， 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持续低迷、 国内贫

富差距不断扩大、 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加重等， 进一步推动了 “东升西降” 的趋势。 对此， 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 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 使世界范围内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 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

转变。”①

总之，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出一幅崭新的图景， 建立起了科学回答中国之

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的文明格局和治理秩序， 不仅具有中国意义， 而且具有世界

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而且体现了文明演进的融通性， 对于增进不

同国家、 民族、 文明之间的兼容并蓄、 和谐共生、 合作共赢， 都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和实践

价值。

（杨彬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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