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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意识形态工作作

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其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而其意

识形态的领导权是通过话语体系的建构实现的。话语体系简单

来说就是有一定主题和逻辑的思想理论体系，“现代化”作为

沉淀于历史的宏大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昭示着历史进程。因

此，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与生俱来的必然性

即内在的三重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党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在目标导向、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方面的话语表达体系。

其中目标话语经历了“工业化、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式

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体系开

拓；总体布局话语经历了“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

的体系创新；战略布局话语经历了“两个转变、四个现代化分

两步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体系拓展。自中国共产党创立至今，现代化话语体系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体现了

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历史前进的必然性和实践检验的真理性三

重逻辑。

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发展的继承性角度来看，这一逻辑主要表现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指导、引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

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批判承袭和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具体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亦可称之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

探求、追寻史，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国家建

设的光明、辉煌史。“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

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

的碰撞与结合，发展开创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核

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

重升华。

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传统社会吹响分崩离析的号角，

现代化征程拉开帷幕开始，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引领、见证其于1921年诞生，这80余

年间，中国人都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然而，从洋

务运动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政治制度现

代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惨痛的教训深刻彰示着中国要想

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对西方国家的经验、策略照抄照搬的藩

篱，消除对指导思想、理论寻章摘句的窠臼，在科学理论的指

导下结合实际国情进行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牢牢把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目标、宗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蕴含的核心理念和思想观点以及方法论的指导都深刻影

响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中目标、宗旨的确立，使其跳脱出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弊端的制约，寻求最优的现代化道路。中

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立足于

理论的“走自己的路”，使得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的境况中逐

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

（二）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承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为

三个阶段，简单概括就是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他还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

实现共同利益的形式和市民社会的集中表现，认为国家依托于

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存在而存在；列宁将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划

分为三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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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现代化话语在以下三个方面承袭马克思主义理论：

（1）凸显现代化建设中人的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牢记要为人民

谋幸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科学把握人

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充分体现对人

民主体的关注，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小康社会”

中就包含对人民衣食住行、就业、教育、精神面貌等具体方面

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核就是凸显人民性，从“三

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一系列现代化话语的提出，中国共

产党聚焦于人民主体的切身利益与诉求，专注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等具体问题，着力于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现代化的路

径，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2）阐明现代化建设中党的领导地位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

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与政党相统一，这充

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国家学说的承袭与

发展。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现代化话语中可以知晓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处于核心引领地

位；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语中可以

洞察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进行国家治理，助推“管理”向“治

理”的话语转变。

（3）明晰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牢牢把握社

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制定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现

代化话语。中国共产党切实把握实现共产主义的三个阶段，精

准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

阶段；明确指出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始终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实现“工业化”到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现代化话语的提出，中

国共产党高屋建瓴地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

设的目标，指明了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时期的现代化建设的

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背后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前进的必然性角度出发，这一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

党在历史变迁的不同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认识的变

化和随之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转变。历史时期主要

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现

代化话语体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

共产党与时俱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内外夹击中艰难生

长，民族危亡之际正是希望孕育之时，中国共产党激流勇进，

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重任肩负于自身使命之中。

“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

现工业化的进程。”[2]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衰败、产业凋敝，中国共产党由此提

出“工业化”的目标话语，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的同时，鼎力推进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发展工业化建设。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下，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崭新阶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从摧毁旧政权、旧

制度转变为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这一时

期，处理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重大的历史课题，

中国共产党明确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确立“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话语，突显了发展的主题，以期在

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水平。中国

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阶段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两步走”的现代化话语阐明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发

达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布局。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共

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从“四个现代化”逐渐转化为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为核心，凸显了改革的主题。改革开放是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但也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挑战。中

国共产党建构“中国式的现代化”话语，以中国特色为标识引

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

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经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富裕”、

“小康社会”、“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人的现代化”等的话语扩充，深刻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基本路线；深化对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

质的认识；明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循序渐进推进小康

社会建设。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

化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如何处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考验党的执政能

力。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握

“治理”主题，统筹“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话语，协调“四

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话语，明确“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话语等。这一系列话语的

发展，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推进政府职能“管理”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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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转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展现

现代化建设美好愿景。

三、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从实践出发解决具体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分析，这一逻

辑主要表现为在以历史事件为依托的不同时期，社会变革和社

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随之带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的转变。社

会主要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中国共产党

现代化话语体系正是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中不断发

展、繁荣起来的，因此，研究其建构的实践逻辑必须在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考量、体察。

（一）以敌我矛盾为主的话语建构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之间，国家处于民族危亡

的境况，不同政治派别围绕中国命运和未来走向展开话语交

锋。中国共产党正确研判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环

绕民族独立这一迫切诉求，将现代化从改良主义的幻想中拯救

出来，赋予其社会革命的蕴涵，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在这一

时期紧密围绕“革命”二字进行体系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新中国成立后，处理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建立和

巩固新政权、新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制定明确的社

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以求消除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悖

的资本主义要素。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从民族矛盾转变

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

间的矛盾，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密切结合“社会

主义工业化”展开体系建构。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改

造尚未完成的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对抗性的敌我矛

盾，辅以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因此，该时期中国共

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革命色彩和紧迫

意味。

（二）以人民内部矛盾主导的话语建构

社会主义改造顺遂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完全转变

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

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

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明确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

关联，同时，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把促进经济建设和推动文化发

展作为工作的重点，提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话语

助推现代化强国的建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以

“社会主义”为核心开展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

这一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

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基于这一主要矛盾，鼎力开展经济建

设、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和紧要

之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明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

化道路既斗争又合作的张力关系，建构“中国式的现代化”话

语，以中国特色为标识引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

出“小康社会”这一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三位一体”、“四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社会的主要矛

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已经取得长足发展，

生产力显著提高，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现代化建设

道路上的重要阻碍。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社会各个

领域发展的失调，也体现在经济产业的失衡，还体现在城乡、

贫富之间的差距。在这一时期，如何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考验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现代

化话语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开展体系建构，构建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话语，“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话语等，

描绘出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

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理论发展、历史前进和实践

检验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地建构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

系，进而带领人民在先进、科学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指导下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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