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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价值向度及方法论意蕴研究

———基于“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视角

胡 博 成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200433;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7)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不仅在于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为人类现代化做出了原

创性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在更为深邃的世界历史视野中进一步加速了人类现代化向社会主

义方向的迈进。价值向度是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前提和关键标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扬弃资

本为基础,全面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叙事和价值表达范式。它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

索,彰显出了内在层次分明的价值,在历史向度上表现为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在理论向度上表现为

资本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在现实向度上表现为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向

度不仅为深化认识社会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参考,而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形成了

驾驭资本的方法论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意蕴

中图分类号:F124;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4)01-0027-11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向文明方向演进的内在规定,是世界各国人民群众为实现

美好生活预期而孜孜以求的目标。就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起源看,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因

而今天在谈及现代化时必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讨论,必然离不开对资本范畴的认识、把

握和体悟[1]。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轴心、“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使其社会内部形成了

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深

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病,为人类构想出了扬弃资本的新型现代社会———共产主义

社会。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构想,不仅为社会主义驾驭资本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而

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阐释框架。就此而言,十月革命对人类现代化建设

进程的划时代意义,不单单是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为人类现代化创造性地开辟了社

会主义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世界历史呈现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本质差异的分野。从

人类现代化历史发展维度看,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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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世界历

史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具体历史国情不断深化认识“三大规律”,以“要

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形成了对人类现代化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

值向度既是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前提,也是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标尺,通过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扬弃资本实践中呈现出的价值向度,不仅可以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之“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的因由[2],而且可以进一步推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叙事和价值表达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经提出就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论题,梳理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现有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为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向度和方法论意蕴

提供了研究基础。一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表征的研究,廓清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

向度研究的范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兼具特殊性、普遍性和抗压性特

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拓新的[4],具有整体性、

全面性和唯物史观本质内涵的现代化[5],同时作为新型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了协调性、体系性、接

续性、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征[6]。二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渊源的研究,为深化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价值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不仅有

着从近代到新时代的历史发展脉络[7],而且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了合法性依据[8]。三是关于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价值意义的研究,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研究提供了较为直接的理论涵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具有话语革命意义的范畴[9],它进一步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理论,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10],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参照[11]。总之,现有理论

研究已关注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渊源和价值,为深化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含的价

值向度提供了研究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离不开对资本和资本

主义关系的把握。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扬弃资本理论和实践中呈现的价值

理路,为此本研究尝试从扬弃资本角度来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的价值,并以“要资本,

不要资本主义”升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法论蕴含。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价值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原创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关键论据在扬弃资本逻辑,即以“要资本,不

要资本主义”的客观进路进一步形塑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资本形而上学反思为人类新文明形

态提供了可能[12]。资本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核心范畴,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人类形

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资本作为社会发展的起点和终

点,日益呈现出不可持续发展的症候;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资本作为实现人民群众全面自由发展的

生产要素,呈现出旺盛生命力。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价值意蕴丰富的内在层次,

并且围绕扬弃资本全面彰显了其内含的价值向度。从扬弃资本视角看,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融

通的历史向度、资本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的理论向度、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的现实向度,构

成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关键维度。基于资本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系统发掘和提炼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呈现出的价值向度,不仅有益于深化认识社会主义资本,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而且还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深化驾驭资本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历史向度

资本的产生发展与商品经济存在紧密关联逻辑,因此资本拥有古老的社会形态,并不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专属范畴,即资本是有其现实性和现存性的范畴。资本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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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殊性,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实现了与上层建筑的联姻,并以此充分激活了资本在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为人类贡献了物质丰富、政治民主、社会繁荣的资本主

义现代化,理论界据此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界定为经典现代化模式。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

调和的社会矛盾,必然会逻辑映射到其现代化进程上。资本主义奉行资本至上、经济理性至上理

念,颠倒了发展目的和手段,即资本僭越主体成为社会发展的绝对主宰力量,造成了影响社会持

续发展的问题。为此人类现代化理论必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待资本的态度,辩证把握

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表征。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事实和趋势说明,纠偏资本宰治一切的

现代化,成为人类需要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扬弃资本为基础的新型现代化,因此在历史向度上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必然离不开

对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的解释。

就现实性和现存性的关系来看,现存性是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表面现象,现实性是资

本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关于本质、定在、必然和规律的深层机理,二者共同确证了资本的历史

发展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存和现实之间建立了深刻的关联逻辑,主体在劳动过程中直观体

验的事物或事件并不能界定为现实,现实是蕴藏在现存事物中的合理合法性。就此而言,社会现

实是本质和现存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内在必然性,同时现实不是现存

的、僵化的、静止的,而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合乎理性的规律。“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

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

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

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3]资本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

马克思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范畴,它鲜明地呈现出了现存性和现实性的融通表征。现存性

在资本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历史流变性,具体主要指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态和历史作

用存在的差异化表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并不是主导性生产关系,

它主要发挥了润滑小农经济的作用[14]。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范

畴,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十月革命为人类利用资本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资本

的历史作用和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延展。现实性在资本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内在规律方

面,是资本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形态中不变的恒定存在。无论在哪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还是在哪种资本形态中,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的逻辑都是不变的。资本以实现自身增殖为唯一

存在目的,同时资本增殖推动物质生产系统扩张、创造物质文明的规律不变。马克思穷尽一生研

究资本,以宏篇巨制式的《资本论》全面阐发了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表征及逻辑,为社会主义利

用资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从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利

用资本现象,原因在于缺少对资本现存和现实关系的科学认识。资本的现存性是服务于社会现

实的,一味强调资本的现存性而忽视资本的现实性,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极容易陷入偏离历

史唯物主义的资本认知误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理论,马克思资本话语也不是停滞

的教条,形而上学地将资本与资本主义勾连,忽视了资本的现实性,是用抽象意识形态原则指导

资本发展的谬论。质言之,资本是人类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范畴,社会主义可以跨越“卡夫丁

峡谷”[15],并不意味着可以跨越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将资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

认识,偏离了对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辩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的曲折探索和利用

阶段,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资本话语存在问题。坚持马克思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意味着

必须重视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辩证逻辑。回到马克思创造资本术语的原初语境,发掘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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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学说的真谛,正视资本从现存性到现实性的演进规律,是马克思后继者深化利用资本的核心

理论和实践原则遵循。深刻省思形而上学处置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做法,引导资本从现存到

现实的发展轨道上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直面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扬弃资本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形

成了对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关联逻辑的辩证把握。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将资本从现存

引向现实的理性实践活动,是不断用新的合乎价值理性的资本观念,来认识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科学探索。

融通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构成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向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契合了以资本现存性为基础发掘资本现实性的希求,实现了对

资本的历史扬弃和社会主义改造[16]。新时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进一步反

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资本现存性基础上对资本现实性的历史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

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是资本现存性和现实性的相互交织融通,是在切实触及资本现存性基础上,

激活了具有更深邃历史视野的资本现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资本

现存性和现实性的历史向度为基础,为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注定载入人类文明史

册的贡献。社会主义现代化利用和对待资本的种种探索,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为人民

谋福祉的深层价值预期。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进程中,扬弃资本的探索与资本的现存性存

在密切关联,这些或正面或负面、或主体或客体的现存性表现,不只是单纯反映资本的现存,更是

把握资本现实性的独特表征,即资本的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全面建构起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历史向度。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决非用简单线

性的资本现存性或深邃透彻的资本现实性可以阐释的,而是融通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追求马克

思指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价值彰显。

(二)资本的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理论向度

资本最突出的现实价值,在于其与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关联逻辑。作为最先通过资本主义

制度实现的主导性生产关系,资本为人类物质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关联价

值,不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宏大而抽象的逻辑论证,而且在于实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无限增

殖,实现了资本与美好生活的逻辑勾连与现实承认。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预期,型塑了维护自身

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借助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力量,资本发展演化成了依靠自身增殖、

改造世界的“万能神”,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具流动性、最敏感的生

产要素,资本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推动前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力量。正是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效率优势,进一步加固了其作为生产力量的

优势地位。如果人类不对这种优势加以引导,则容易造成社会发展的分化撕裂,甚至可能造成动

摇社会发展根基的不可调和矛盾,即资本的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把握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价值向度的依据。“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指向的是要资本文明性,同时通过社会主

义制度解决资本与资本主义勾连带来的种种掣肘现代化无法持续的困境,这是解释和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众多理论工作者聚焦资本开展研究,为人类深化认识资本提供了理论积

淀。但就资本的历史作用来看,他们的研究都无法企及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论述的高度。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将资本视为天命般的恒定,全面论证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

始和终极作用,实际上这失去了对资本历史生成和历史作用的科学辩证把握。马克思从资本历

史作用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终极社会演进形态的荒诞逻辑,为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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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建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做了充分的理论储备。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资本在缔

造现代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展现出了强大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是造成普遍性社会贫困和

社会撕裂的根源所在。为缓和以资本增殖为中心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

系列并没有触及矛盾根源的修补政策。如福利社会仅在局部修正了社会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17]。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浪潮在重塑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延缓资本主义现

代化危机的同时,还带来与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关联的、更加尖锐的社会贫富分化和经济虚拟化问

题。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的展现,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

而且伴随其中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进一步侵蚀了现代化的未来发展空间,给全

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21世纪人类要化解和纠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偏向问题,必须

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寻求智慧,一味强调资本积极正向作用、为资本主义做终

极意识形态辩护的做法注定无解。资本最大化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并投入再生产机制,是资本主

义现代化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基础。同时由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占据着极为强势的地位,这种只关注利益而忽视劳动者的做法造成了威胁资本主义现代化稳定

发展的潜在风险。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典型国家的英国,通过资本正反两方

面作用澄清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建了旨在全面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学说,在理论层面擘画了经

济发展与人的发展、资本增殖逻辑与劳动生产相协调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马克思围绕资本历史

作用形成的丰富论述,不仅澄明了资本在物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根源层面批判了资本损

害人的发展权益以及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此,资本是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的范畴,为把握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阐释向度。

无论是马克思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认识,还是马克思后继者在资本实践中对资本历史作用的

把握,都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十月革命为列宁探索利用资本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创设了全新的社会环境。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曲折探索而确立的“新经济政策”,初步厘清

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和商品经济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即社会主义拥有激活资本文明

作用,同时控制其消极作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18]。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

的实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发展中,结合具体的历史国情深化了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辩证把

握,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资本学说[19]。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根据地探索运用商业资本开展生产,而且形成了引导民族

资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资本观[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和过渡时

期,民族资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助推了当时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对资本历史作用的泛意识形态化解读,遮蔽了资本的积极文明作用,偏离了马克思关

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21]。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文明作用被进一步发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约束资本负面作用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为进一步激活资本文明作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

本质论,以“三个有利于”为激活资本历史作用提供了指导原则。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

资本”要的是资本文明的积极作用,目的是充分发挥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

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要资本主义”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约束资本的负面作用,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

资本的文明性和负面性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理论向度,任何

偏离资本历史作用的观点,不论是颂扬资本永恒,还是贬斥资本罪恶,都属于偏离马克思资本学

说精髓的荒诞认知。需要指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负面作用,并不是否认

资本历史作用,这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的理论前提。新民主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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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要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资本和资本主

义的积极作用,提出要充分尊重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民主革命基础上进入社会主

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资本泛意

识形态化认识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苏联对资本的教条化理解以及资本主义围追堵截社

会主义,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历史作用的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

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形成了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辩证把握,既充分发挥了资本发展生产的文明作

用,实现了驾驭资本为人民群众发展服务的目的,又在根源层面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制

度实现了对资本消极作用的约束,最大程度消除了资本负面影响。借此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为探索新文明类型提供了可能,这是在理论层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

值的依据。

(三)资本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互构: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现实向度

资本要最大程度实现自身增殖,不仅需要打破一切束缚自身发展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且需

要打破主体对资本发展的影响,即超越主体获得资本主体性是资本增殖的内生需要。资本之所

以能演化成涤荡一切的社会关系,根源在于资本通过对主体性的希求,实现了对主体的僭越,进

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跃升。资本僭越主体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奉行资本至

上原则演绎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为拷问资本主义现代化症候提供了核心程式,而且为解释资本与

劳动的互动逻辑提供了关键视角。尽管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

再生产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衡量劳动和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与主体的劳动关系变得日趋复杂

化;但资本追逐剩余劳动价值的内在秉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尖锐化对立并没有得到实

质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强势支配和占有,压制了劳动者的发展空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

和撕裂矛盾。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主客体互构关系,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种种

现实问题的核心维度,在此语境中,资本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亦构成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

现实向度。

那么资本为什么会存在主体性和客体性问题呢? 溯源资本的社会生产流通过程,可以深刻

把握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内在关联。资本本身是为主体发展服务的客体,它的客体性是其社

会地位的自然延伸。问题在于资本的主体性如何理解,或者说作为客体的资本缘何获得了主体

性? 在马克思资本学说中,资本的主体性来源有三个层面:一是商品生产过程内生了资本的主体

性。资本的主体性主要是指资本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挥的主体支配作

用,那么资本究竟如何从客体层面获得了主体性呢? “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

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

主体化。”[23]在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劳动者是原初本真意义的主体,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需要,

将劳动主体颠倒为客体,将劳动者本质存在颠倒为纯粹的物质交换价值,即人的生命被抽离了真

实意义,人的主体性被原本作为异己客体的资本取代了,资本凭借合目的性和合工具性僭越了主

体,窃据并获得了主体地位[24]。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越发达,资本主体作用发挥得越明显,

资本甚至成为超越主体的绝对存在,而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被降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客体,劳动者沦

落为工具般的存在。实际上资本的主体性是主体对资本的主观反映,它是资本与人格的相互显

现,以此形成了资本对主体的消解,人的生命成为资本增殖的组成部分,资本获得了对主体的绝

对支配。二是资本作为社会权力形成的权力崇拜,是资本获得主体性的重要来源。资本对劳动

及劳动产品具有支配权,同时资本是主体无法抗拒的购买力。在形式层面,资本权力是通过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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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使用获得的,资本家凭借这种权力获得相应的使用回报。在本质层面,资本权力巅峰体现在

资本与政治权力勾兑方面,由此资本实现了资本家和政治家皆要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意图。就此

来说,资本不仅获得了支配社会的权力,而且获得了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解释权。三是

异化是资本获得主体性的深层机理,是资本僭越主体获得主体性的理论依据。在劳动生产分配

过程中,劳动者异化成为自身的对立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替换成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物

质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形成了维护资本绝对权威的价值观念,即不符合精于计算的

经济理性行为将被置于怀疑和否定的尴尬境遇。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借助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最大程度实现了维系资本增殖目

的,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势支配以及对劳动者主体的僭越,同时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陷

入失序发展困境的根源。沿着马克思资本学说指明的方向,纠正资本偏离客体带来的主体性僭

越问题,平衡劳动和资本、资本增殖和人民发展的关系,构成了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现

实向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劳动者发展权益的保护和实现。早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如何恢复劳动者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劳动者的

主体地位获得了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系统确认和保障:在政治层面,以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劳

动人民群众的劳动主体地位,为消除资本对劳动者、对劳动的强势支配提供了根本制度支撑,真

正激活了亿万劳动人民发展生产的能动性;在经济层面,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保证劳动人

民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保证了劳动在分配领

域的合理地位,为人民群众追求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在文化层面,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形塑了维护和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社会氛围。中

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目的,在于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深层次内涵在于平衡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消除资本僭越主体带来的异化和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

建立起了有利于其增殖实现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作为本真意义的劳动者主体被降解为物化存

在[25],由此形成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双重剥削。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终极

目标,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体性造成的问题,建构起了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主体

哲学批判范式,破译了绝对哲学理性和绝对市场公理的内在联通机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经

济人是资本不加反思的默认前提,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合谋建构起了经济理性与资本至上的强关

联逻辑,并以此把劳动者物化成工具、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资本追求的是无限制条件、无

限制数量的、可供奴役的劳动者,以此实现源源不断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价值的目的。

资本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在现实中鲜明地体现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互动关系方

面。资本逐利过程内生出了超越劳动、僭越劳动者的异化趋势,而一旦资本实现了与政治权力的

联姻,就获得了上层建筑的助力,同时资本和资本主义就建立了对劳动者的双重剥削。获得上层

建筑支持的资本,如同“脱缰的野马”,其以增殖为唯一导向肆意横行,最终会导致社会陷入无法

救赎、难以持续发展的“泥淖”。就此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获得持续发展空间的因由、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得到了学理性解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是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内对资本增殖为所欲为荒诞逻辑的纠偏,对劳动和资本对立关

系的创造性平衡。中国式现代化激活和利用资本的前提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福

祉,为此在经济发展中既需要赋予资本一定的主体性,同时又必须牢牢将资本固定在发展经济的

客体位置,为资本标定社会主义尺度,建立劳动和资本和谐相处的全新格局[26]。在这个语境中,

资本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构成了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现实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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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法论意蕴

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沿着马克思开创的扬弃资本方向,形成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化范式。作为人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进路,不仅呈现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彰显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而且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独特的、颇具新意的阐释视角,

为揭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守正创新提供了宏大且深刻的理论逻辑。从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来看,新时代要深刻把握扬弃资本探索呈现的历史、

理论和现实向度,进一步领会和弘扬其蕴含的方法论意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方法

论指导。

(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锚定价值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逻辑的探索轨迹,与中国共产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现

代化建设同向同行,彰显出了鲜明的人民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

义”不仅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以人民价值立场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原则。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资本的价值本源在人民,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

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价值旨归[27]。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民谋

福祉的价值指向推而广之,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

谋大同的价值追求。即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原则,阐释清楚“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

深层价值追求,有益于形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和目标指引,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积蓄力量。

第一,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主体力量[28]。人

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生动地体现为人民群众选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局面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存在紧密关联逻辑,农民

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围绕如何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做了积极探索,最终他们都失败了,

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革命前景才得以展现出光明未来。中国共

产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核心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同时在当时国内外特殊环境作用

下,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对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发展走向的内在规定。广

大劳动人民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定选择并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为中国式现

代化“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提供了主体力量支持。

第二,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价值底色。历史唯

物主义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历史作用,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根

源在其现代化对人民价值立场的拒斥,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义,褫夺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权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发展权益的实现,保证了

资本与劳动权益的科学化实现。无论是革命时期重视开展土地革命保障农民权益,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重视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改革开放时期激活资本积极作用开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新时代重视完善驾驭资本体制机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都是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描摹厚重人民价值底色的体现。

(二)在世界历史发展视野中弘扬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起源的客观现实是世界历史纵深发展潮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卷入

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起点[29]。基于世界历史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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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可以发现“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价值指导作用,

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

大背景是世界历史,正是各国从孤立发展走向世界总体发展的趋势,为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解放

提供了历史必然性解释和支撑。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的世界历史牺牲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空间,

血腥的暴力殖民严重侵犯了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权益,即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的世界历史难

以为继,人类要获得解放必须回到马克思论述的扬弃资本的理想社会。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

史的单一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历史开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类解放的方向发展。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打破了资本主义强势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推动了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

的转型升级,为人类现代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第一,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起点。现代化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向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需

要深度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卷入世

界历史,资本主义国家为最大程度获得利益,通过殖民全球扩张实现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深度介入。这种效用是双重的,资本主义殖民活动严重侵犯了中华民族的生

存发展权益,同时在客观层面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势殖民侵

略,如何走向国富民强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现实起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

资本主义现代化探索都失败了,顺应世界历史潮流、扬弃资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世界历史

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

第二,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个性和经验升华。资本主义

现代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经典模式,如何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和经验,事关人类现代

化建设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现代化理

论的社会主义创新和表达,其个性和经验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存在,它既体现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光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对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表达,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同时又反映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其“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经验升华,不仅在对

立面为资本主义深化利用资本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实践

指导方案。

(三)在人类的新文明视野中优化局部细节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探讨了未来新文明的可能。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

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成果,他立足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认识,形成了对新文明未来

形态的理解和预测。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随着生产力的持续解放和发展,人类必将创造出新

的文明形态。相较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属于新的文明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必将实

现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孕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历史同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批判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现实依据,在其现代化忽视劳动人民群众发展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因此

社会主义新文明发展的基础在现实的个人,即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是新文明形态的现实表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接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

展的构想。中国共产党将资本置于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全面驾驭资本为人民群众发展贡献力量,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新文明形态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但由于新生事物的初始发展阶段,注定有局部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

第一,新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创新发展。新文明形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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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空穴来风,其形成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

上,形成了对新文明形态的论述和预测,这为社会主义探索新文明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30];中国

共产党接续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构成了新文明形态的历史和

现实基础。上文已述及新文明形态的衡量尺度在于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最大程度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同时控制了其消极面,在持续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过程中最大程度

保障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资本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绕不开的至关重要的范畴,资本主义现代

化创造了资本至上的现代文明,同时因忽视人的发展衍生出了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

党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面,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发展

了人类现代文明形态,为探索人类新文明形态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问题导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必然会因为经验不足、体
制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存在诸多问题。正视、研究并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前发

展,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历来重视用主义解决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从来不抽象或形式地谈论利用资本问题,而是紧密结合

具体历史国情来寻求优化解决问题的方案。“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深化利用资本呈现出的客观逻辑进路。坚持问题导向优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历史

积淀。

四、结 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资本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马克

思以资本和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对待资本提供了理论指导。资本以

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的强制性逻辑,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巨量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因

其对发展目的和价值的偏离带来了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为此,如何激活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

最大程度规制其消极作用,成为人类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资本,

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不仅贡献了对人类驾驭资本具有重要原创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经验,而且

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利用资本提供了方法论启迪。资本是诠释现代化绕不开的范

畴,中国式现代化扬弃资本的探索呈现出了鲜明的价值向度,即资本现实性和现存性融通、资本

文明性和负面性共生、资本主体性和客体性互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向度,以此为基

础,可以进一步把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启示。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开辟了驾驭资本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同时以铁的事实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神
话”,证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

准”[31],全面推动了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型升级,展现出了深邃的世界历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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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OrientationandMethodologicalImplicationsoftheChineseModerniz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Capital,Not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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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valueimplicationofthe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pathnotonlymakesoriginalcontributionstohuman
modernizationwiththeperspectiveof“capital,notcapitalism”andcreatesanewformofhumancivilization,butalso
furtheracceleratestheprogressofhumanmodernizationtowardssocialisminadeeperglobalandhistoricalcontext.
Valuedimensionisthebasicpremiseandkeyyardstickforanchoringthe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path.Basedonthe
ideaofabandoningcapital,the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comprehensivelyconstructsthetheoreticalnarrativeandval-
ueexpressionofsocialistmodernization.The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pathisbasedontheexplorationoftheper-
spectiveof“capital,notcapitalism”,highlightingthevalueofdistinctinternallevels.Thiscanbeseeninthefollowing
dimensionssuchastheintegrationofcapitalrealityandexistinginthehistoricaldimension,thesymbiosisofcapitalciv-
ilizationandnegativityinthetheoreticaldimension,andthemutualconstructionofcapitalsubjectivityandobjectinthe
realisticdimension.Thevaluedimensionofthe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pathnotonlyprovidesatheoreticalrefer-
encefordeepeningtheunderstandingofsocialistcapitalandsocialistmodernization,butalsoformsamethodologicalba-
sisforharnessingcapitalundertheguidanceofhistoricalmaterialism.Thusitprovidesamethodologicalguidelinefor
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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