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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解析

——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

王凤彬 1，2，郭长伟 1

（1.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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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精炼概括为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必须阐明这五

大特征所蕴含的辩证关系。本文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在理论上解构为局

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

对矛盾关系，进而剖析这些矛盾关系如何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层次嵌套和动态变化的矛盾系统。本文

通过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系统内涵，为统筹协调现代化各方面矛盾关系提供了系统思维和整体架构，也为展

现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提供了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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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

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1］并指

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

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1］。面对复杂的矛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运用唯

物辩证法，看清“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2］“我国改革

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3］，“也要看到当前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

著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4］ 119

自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以来，学术界围绕其内涵本质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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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其中，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解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

实践逻辑，是研究的重点。任平［5］认为，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出场的必然性，必须

从道路内部特殊复杂的矛盾体系和解决矛盾的创新方式上着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

不仅包括多个发展维度，还蕴含多对矛盾关系的层叠交错，需要同时引入矛盾观与系统观全面处

理中国式现代化所固有的复杂关系。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现代化也是如

此［6］。刘伟和陈彦斌［7］认为，要以变化、发展和历史的视角去看待经济关系，通过矛盾分析去

把握历史变化的趋势。社会主义是不断演变发展的社会形态，变革的深层动因就在于社会内在的

矛盾运动，这反映在诸多不同性质、不同层面和不同形式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之中［8］。杨承训

和乔法容［9］在阐释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规律时，基于“解决矛盾的过程也为经济学发展提供

更多的机遇和空间”的信念，将“开创中国模式”确立为“经济学的历史丰碑”。承袭这一思

路，本文结合矛盾观与系统观解析中国式现代化多个方面的内在关系，力求对实践活动如何影响

现代化进程和结果展开更深入的学理性阐释。

社会有机体既是历史运动着的、不断生成着的发展总体，又是系统的、动态复杂化关联着的

结构总体［10］。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精炼概括为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从矛盾具有普

遍性这一观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个特征都表征了一对矛盾关系，五大特征的矛盾又以层

次嵌套关系构成一个整体系统。这引出了将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必要性。从总体看待事物时，

事物既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体，又是具有多层次结构、层次嵌套的系统［11-12］。杨荣刚［13］认

为，所谓“统筹兼顾”，就是坚持系统思维，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谋划发展，将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作为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部署。因此，研究矛盾关系的系统性质，能

够更好地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

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本文尝试剖析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矛盾关系及其系统关联

性，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在理论上解构为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

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对矛盾关系，并厘清其层次嵌

套结构，从而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系统性理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审思“我们究竟需要

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时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

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

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14］这系列之问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性和系统

性的思想，急需学术界进行深化并作出学理性阐释。

二、哲学基础：矛盾观与系统观

矛盾指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定义并且可能相互否定的对立面的统一［15］。“矛盾”一词在中西

方的古典哲学中都有所体现。《韩非子》中的楚人卖矛与盾的典故提出了经典的矛盾命题，即

“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辩证法

经典，也涉及阴阳、有无、动静、快慢等矛盾思想［16］。在西方逻辑学体系中，亚里士多德的

“无矛盾律”认为，相互矛盾的命题不会同时为真。马克思和恩格斯［17］认为，当我们从事物的

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著作中，矛盾是辩证法中用来概括对立统一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矛盾论思想”的灵魂［18］。
毛泽东的《矛盾论》结合中国实际，继承并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矛盾思想，探讨了如何

用矛盾观点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并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以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19］。特别是，《矛盾论》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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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辩证法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深刻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突出了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依存、

补充和转化［16］，丰富了唯物辩证法有关普遍联系观点的内涵，有助于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各

种矛盾问题的认识［20］。世间万物在不同事物之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都普遍存在客观的联系，

为此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防止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世间任一事物必然包含着多种关

系，事物的多方面关系便必然包含多个矛盾，构成一个矛盾群［21］。因此，运用系统观分析事物

矛盾，具有系统特质，有助于把握事物的整体性。

系统论是系统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它既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概括，也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一块基石［22］。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

是相互作用的系统［2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重视系统与要素的结合，从整体上去把握系统，

又从系统与要素的关系去认识整体，从而得出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系统的固有性质［24-25］。此

外，系统具有层次嵌套性［26-27］。在一个层级结构中，每个系统不仅是上层系统的一个组成要素，

同时其内部的各组成要素也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微系统。

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笔者认为，事物既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又是具有多层结

构的系统体。每一事物既可以“一分为二”地视作系统中的矛盾，也可以“一分为多”地视为矛

盾中的系统。因此，一个系统往往包含有多对矛盾［15］，且系统中的各对矛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的关系。系统观的引入能够有力揭示事物蕴含的多重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层次结构［28］。在矛盾观

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下，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多对矛盾组合起来的多层次动态系统［29］。系统矛

盾的相互联结，意味着一个元素的变化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连锁变化；意图解决某一个矛盾的手

段，可能引发另一个矛盾［30］。同样，抑制某一矛盾关系也可能帮助解决另一矛盾关系。只关注

单个矛盾是无法解决全部问题的，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研究矛盾间转化条件的整体性［31］，揭示

矛盾产生和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过程机理。

任何事物既是系统又是要素，通过系统与要素的相互转化，各个系统之间都发生着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32］。现代辩证法同时关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不仅研究事物（纵向）的运动和发

展，还要顾及事物（相对）静止的状态，这样才能完成对具体事物运动状态的理论重建［33］。特

定的复合体即“部分总体”（Partial Totalities），通过多种中介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动态的整体复合

体中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了社会总体性［34］。鉴于目前“还没有从时间、空间（运动和静止）两

个维度来叙述（研究）辩证法的理论”，傅德本［35］强烈呼吁“走向辩证法理论的新形态”。本文

结合矛盾观与系统观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响应这一呼吁。

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矛盾关系

任何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必然蕴含多对矛盾。本文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

征在理论上解构为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

与他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对矛盾关系。

（一）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考

虑到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现实情况，党和国家制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方针，即允许一部分人

和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局部富裕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正反馈效应，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水平有了重大飞跃，且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这意味着要警惕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复杂矛盾关系。首

先，某些先富群体没有很好地发挥带动作用，反而可能利用积累的生产要素构筑利益维持的壁

垒，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其次，先富地区依靠地理区位优势或政策优

势率先发展，但因其发展惯性导致生产要素难以逾越地区鸿沟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导致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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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问题也愈发凸显［36］。这种矛盾也出现在已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的南美和东南亚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37］。经验教训表明，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需要妥当处理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平衡。这既需要

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有针对性的脱贫政策［38］，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公正

的资源分配，同时也需要重视和推动共同富裕的理念［39］，增强社会公正意识和责任感，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不可

分割的。物质对精神具有本原性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与前提，为

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反过来，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也依赖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

支持。精神文明是为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的精神力量，先进的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具有积极

作用［40］。然而，精神领域的发展遵从独特的规律性［41］，这可能不会与物质世界的变化保持同

步。因此，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之间可能出现暂时的不对称性。其突出的矛盾表现为，

物质文明发展背离精神文明发展，甚至抑制精神文明发展。例如，从 18世纪欧洲开启的现代化

带来了物质丰裕和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个体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不良风气［42］，
导致社会精神文化环境的贫乏和单一化。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在精神上感到空虚和无

助。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推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价值观念，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支撑和指导，并且在全社会重视和推动精神文明发展，提高人

们的精神境界和素养。

（三）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保障［37］。与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先污染，后治理”理念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4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

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 361这意味着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的需求是统一的。这种和谐

共生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已得到重视，更深植于道家和儒家思想中。道家思想认为，自然

是宇宙的根源，万物皆有道，要“顺天而行”，即顺应自然的运行规律。儒家思想则注重人的修

养和责任，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然而，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系统自

身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仍存在着突出矛盾［43］。一方面，经济建设产生了产业发展、资源开发

利用和区域经济社会建设等需要；另一方面，生态建设面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国土空间优化

等需要。这导致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巨大飞跃的同时也酿成了一系列的环境危机事件，如马斯河

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伦敦烟雾事件等［4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面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需要在现代化

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寻求平衡点，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四）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

走和平发展道路意味着现代化是在各国自身发展和共同发展中协同推进的。这一关系体现了

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的矛盾性特征。这种矛盾性主要源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安

全风险和文化差异等要素的交织。当代中国并非脱离世界体系的孤立国家，而是处于国际资本扩

张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之中［45］，故而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和决策势必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也必然涉及政治安全风险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人类文明

新形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6］，但同时也浸润于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47］。在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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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中，中国既要尊重和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体系，避免文化碰撞和误解，同

时也要避免被西方国家“资本至上”的价值体系所影响。综上，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的矛盾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平衡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在文化和价值观的求同

存异中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协调，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五）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依据，也是中华民族的先赋条件，表现为人口多、起点

低、难度大，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48］。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两点

重要特性：一是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有中国特色，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坚持现代化的一般性前提下注重自身的特殊性。二是体量庞大的人口结

构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系统复杂的，这就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目标提

出了非常高的要求［48］。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情境与其他四个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体现的发

展目标之间也存在矛盾关系。首先，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成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内在张力的一个方面［36］。正是因为人口规模巨大，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才具有长期性

和异步性，先富带动后富的策略方针才有其时空必然性。其次，各个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人们

的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和精神追求的相互作用需要协调以形成同向共振的价值合力［49］，才能实

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境下，势必存在多元的社会意识形态，

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难度增大。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意味着同时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目标的艰巨性和复

杂性前所未有，在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上要更加凸显绿色化、低碳化的特点［43］。最后，在人口

规模巨大的情境下，既要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又要对外求和平、求合

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这一和平发展现代化目标［50］也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系统结构

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往往在空间上都表现为层次结构［27］。系统中的每个层次都有自身的特

点，并与其他的层次相互关联。下层要素的综合可以涌现出上层要素的独有性质。因此，研究层

次间的相互关联必须用系统观点［22］。从系统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就在于人口规模巨大

这一本土情境，其多个特征之间存在层次嵌套的关系。从时空结合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

阐释为如图1所示的矛盾系统结构。

图 1　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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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所处层次、地区

和发展阶段相适应，但都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相应提升［51］。共同富裕是一个适应现实阶段的

长期历史进程，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得更大，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

础，然后才能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把“蛋糕”切好分好 ［37］。这一逻辑关系体现了共

同富裕是“富裕”（即做大蛋糕）和“共同”（即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富裕”是基础前提和

根本目的［52］。因此，共同富裕的矛盾嵌套于物质文明的内涵之中，要解决“局部”与“整体”

的矛盾，不仅要考虑分配机制的公平性，还要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先导性，处理好价值创造和价

值分配的关系。

第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发展的两个侧面，二者相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在探索和重塑世界的过程中所累积的物质与非物质成就共同构成

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41］。同时，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内在矛盾关系，二者的协调过程还体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在初始阶段，由于物质文明的

基础较弱，人类社会更依赖于强大的精神文明来维系其生存。此时精神文明必须要有超越物质文

明的高度。随着物质文明的逐步提升，人类从集体生存模式转向更加注重个体的生活方式。物质

文明开始自主发展，而精神文明的作用相对减少，出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的情况。

最终，当物质文明达到高度发展时，会遭遇增长瓶颈。此时，精神文明的作用变得关键，其有助

于推动物质文明跨越这些限制，进入一个二者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要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矛盾，不仅要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还要注重同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53］。
第三，人的发展和自然保护构成了本国福祉的内涵，嵌入在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的矛盾关系

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境下，人的发展和自然保护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矛盾问题，还是全

人类的矛盾问题。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环境问题已经从一个地区性的关注点转

变为全球性的挑战，促使全球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考量［44］。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式现

代化倡导全球共享发展成果，致力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重要力量，并为世界和平稳定和

共同繁荣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40］。
第四，情境对目标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国情。面对

巨大的人口规模，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无疑要面临资源环境条件约束。因此，人口规模巨大既作为

现实情境，与其他四个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体现的发展目标形成矛盾，也是推动矛盾系统发展的独

特动力。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都表现为两种对立的基本运动状态和两种

对立的基本运动形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系统中，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基

本运动中的。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照搬外国模式，而要在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上

探索形成自己的特点。当且仅当现阶段的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的矛盾以中国独创且有效的方式得

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进入新的阶段。诚然，在拥有如此大规模人口的社会推进现代化，其艰

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其意义和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本阶段发展目标实现之后，

下一阶段就形成一个新的现实情境，该情境会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重新构成一对矛盾关系。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便在这样对立要素之间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向前推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嵌入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紧密联系，但由于中国式现

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现代化表现形式、现存问题和建构路径必然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5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

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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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55］。因此，认清基本国情、科学分析

和判断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首要问题［56］。中国式现代

化蕴含多对矛盾，需要以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将其视为一个矛盾系统加以理解。

本文结合矛盾观与系统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解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个有目的推进而又循序渐进的不间断系统，包含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对矛盾关系，它们呈现

出嵌套式结构和系统性关联的特征，体现了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的有机融合。在剖析实质性矛盾

的同时，本文立足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现实情境，剖析了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这一对过程性矛盾。

March和 Simon［57］认为，决策的过程与结果是不可分割的。此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表明：在时间

上，现代化道路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适应历史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在空间上，现代化没有固

定统一的模式，必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现实的现代化道路。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矛盾观与系统观的统一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辩证法的核心主张与矛盾观

高度契合，都认为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内

部矛盾体现为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与他

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对矛盾关系。系统观则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各部分之间的关

系，要用联系的、分层次的观点系统地看待事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矛盾系统的统一体，在理

解其内部各方面关系时，既要看到系统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也要认识到矛盾具有系统性，系统的

各部分是动态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

生态保护等领域作为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部署，在相互交织的矛盾中把握平衡。

第二，在立足实践中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体现出阶段性

目标与系统化治理的有机统一［10］。“现代化”是一个既象征特定历史进程又用以形容相对发展状

态的概念，国情是影响一国现代化成败的最大制约因素［58］。立足于国情和特定阶段，需要清晰

识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差异所在和变化趋向，使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相交接，认清

矛盾系统的发展变化。从该视角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更加注重策略的灵活性和对具体情境

的响应能力。人口规模巨大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管理、资源配置、城市规划

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复杂挑战。面对各种复杂变化的情境，不可采用某种单一、固定的

策略来应对，而应结合时代背景和实际需求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的策略。

第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一个各方面不断自我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视野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

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

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59］。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正视矛盾的存在，还要积极寻找矛盾，创造内

在动力，借助连续否定的过程机制实现阶段间的跨越。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对矛

盾关系中的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都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要求政

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要灵活应对当前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还要培育一定的前瞻性思维，预见到

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矛盾和新挑战，持续地进行政策调整和优化，勇于尝试新手段和新方法。

此外，还可从以下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首先，细化现代化的具体

矛盾方面的内涵。矛盾具有特殊性，每一对矛盾的各个侧面都有其特点。本文构建的总体框架概

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的矛盾表现，未来研究可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某一具体方面的矛盾关

系进行理论深化。例如，更深入把握共同富裕思想蕴含的物质与精神、整体与部分、目标与过程

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60］，聚焦分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的理论根源［49］，考察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存在的多对深层次矛盾［43］，以及在中外比较中指明和平发展的前进方向［47］。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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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现代化矛盾系统的动态演进过程。鉴于矛盾的运动与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

移，诸矛盾的主次地位、矛盾诸方面的主次地位的转变必然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事物整体性质

的转变［21］。因此，可结合史料或对典型案例进行过程研究，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对矛盾关系

如何动态演化。最后，党的二十大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作

为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未来研究可深入具体实践领域，揭示蕴含多对矛盾

关系的系统结构的不同情境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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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adox View With System View

WANG Feng-bin1，2, GUO Chang-wei1

(1.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enter for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Organizational Ecosyste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mmariz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five characteristics: a huge population,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material and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From the paradox view, each aspec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presents a pair of paradoxical relations, and the paradoxes in these five aspects form a nested hierarchical system. This 
leads to the necessity of combining the paradox view with system view to analyze the inherent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integrating the paradox view with system view,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ings are both paradoxes with unity of opposites and systems with multi⁃ level structures. Each entity can be viewed as a 
paradox within the system in a “one divided into two” manner, and as a system within a paradox in a “one divided into 
many” manner. Therefore, every entity is both a system and an element,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elements, thereby interacting and affecting each other. Focusing on a single paradox is insufficient to solve all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systemic thinking and study the holistic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adox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ve pract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systemic connection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deconstructs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to 
five pairs of paradoxes: localized prosperity versus common prosperity, material civilization versu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human development versus nature conservation, domestic welfare versus international welfare, as well as current realities 
versus developmental goals. Additionally, from a systems perspective,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ve a 
hierarchical nested relationship. Temporally, modernization is a uniqu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sharing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possessing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untry’s 
specific conditions, such as its massive population. Therefore, from a spatio ⁃ tempor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tradictory system struc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ner meaning of the contradictory 
system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builds an overall framework and clarifies logical pathways for grasping systemic 
thinking as a method to coordinate various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in modern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howca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wisdom to new forms of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modernization； intrinsic logic； paradox view； system view

（责任编辑：尚培培）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