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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女生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今天的论坛与大家交流探

讨“中国智慧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课题。 

长期以来，很多人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画上等号。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

这一固有思维，中国探索出了一条既扎根于五千年文明，又契合自身的国

情、历史文化和发展需求的独特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关注经济建设，还

兼顾社会公平、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中国有悠久的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传统，这种深厚文化底蕴孕育出的中国智

慧是几千年文明积淀的结晶，这些智慧主要体现在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哲学

思想。 



 

 

儒家主张 “以民为本”、“协和万邦”，道家强调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而法

家则倡导 “依法治国”。 

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宝贵的

价值指引，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化根基，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治理的有机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智

慧，推动了创新发展。无论是治国理政、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国际合

作，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都能看到中国智慧的深远影响。 

 

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儒家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提出 “民为邦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强调 国

家治理的根本在于保障人民福祉，并且重视 “均平富” “义利并举”，认为财富

要公平合理分配。 

这一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了现代化演绎：中国式不仅注重经济增长，

更强调社会公平，确保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强

调的共同富裕 

 

协和万邦与全球治理 

“协和万邦” 这一理念源自《尚书》，主张国家之间应当和睦相处、包容合

作、共同发展。 



 

 

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正是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化表达—国家

不管大小远近，都应彼此尊重、互学互鉴、和平共处，共同构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 

这一理念不仅推动全球合作，也为构建公平、公正、均衡的国际秩序提供了

中国方案。 

 

天人合一：绿色发展的文化基因 

道家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 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 “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正是 “天人合一” 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

体现。这一理念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一个国家在追求经济繁荣

的同时，应该守护绿水青山，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共

识。而 “天人合一” 思想与这一理念高度契合。 

“天人合一” 指出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远

发展。 

 

依法治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 

法家的 “依法治国” 思想主张以法律做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强调国家治理

必须依靠法律，而不能仅仅凭个人的意志或传统道德。 



 

 

这一理念在现代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了系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经济

建设，更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正义、法治健全的社会。 

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更是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

保障。只有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推动社会进步与

和谐。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的发展道路，它兼收并蓄了中国

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既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追求，也融合了

 “天人合一” 的生态智慧，以及 “依法治国” 的治理精神。这不仅是中国自身

发展的经验总结，更蕴含着全球视野下的治国理政智慧。 

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正面临诸多挑战：地区冲突、环境恶化、多边

主义面临考验。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

社会的转型，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发展范例，为全球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机遇和新的希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