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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答了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指南。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实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反

思和重新定义，需要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为发展范式转变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

一、 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使命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后者又对前者

产生影响，二者相互作用不断演进。 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代表

新的文明形态。 为这个新的文明形态提供支持，就成为中国文化新的使命。
１． 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文化具有“日用而不觉”的属性，其作用

往往容易被忽略。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成就。 诚然，学习西方经验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是，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在学习西方并

追求现代化目标，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成功？ 中国成功的背后，一定有被人

忽视的文化因素。 理解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就尤

其重要。
一是文化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比如，不同的文化

对应不同的消费者偏好和消费函数的消费倾向，以及不同的生产组织效率。 这些又会影响经

济内容和经济效率。 行为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显示，不同的经济绩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

定的。
二是文化本身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由于文

化具有无形的特征，相比于有形的物质产品，其可交易性差，难以被市场化。 这样，只有少部分可

交易性强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市场化（比如艺术市场、图书市场等），还有一部分文化内容则通过

迂回的方式间接市场化（即通过将无形文化价值附着在可交易性强的有形产品上进行市场化），或
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 此外，还有大量难以由市场提供而政府也无力提供的文化内容，其供

给就出现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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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经济越来越朝着物质化的方向演进，而文化需求的满足滞后于物质需求满

足的原因。 这种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的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好

生活”的实现，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后果。 这些弊端是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

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必然结果。
２． 传统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及其后果

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 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
蒙运动后，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等的兴起，形成了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哲学与文化

基础。 尤其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消费主义文化由此成

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石。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就从少数发达国家扩散到全

球范围。
———发展目标：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福祉，但在物质主义下，人们将物质消费作为发展

的目标，商品消费多多益善。 这在标准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消费者效用被假定为商品消费

的函数，商品消费越多，效用就被认为越高。
———发展方式：在人类中心主义下，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无节制地从自然界攫取物质资源，

进行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并将大自然当作污染和排放的场所。
这种发展范式的确带来了物质财富前所未有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却同福祉目标相背离，且不

可避免地带来不可持续的危机。 应对危机的典型做法是，冀望通过技术进步解决危机。 但这种复

杂的系统性危机，无法仅靠技术进步和人的有限理性来解决，只能依靠更高的文明形态来事前避

免危机。 这个更高的文明形态，就是在应对危机中诞生的生态文明。
在以物质财富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中，不仅文化资源的价值难以被认

识和实现，文化更是受到严重冲击。 作为传统文化存在基础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工业化过程

中也发生系统性转变，很多传统文化也随之消失，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尤其是文化具有非

竞争性（ｎｏｎｒｉｖａｌ）的特性，很多文化资源本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和福祉增进的重要来源。 这就需要文

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担负起新的使命。

二、 发展范式转变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在“用”的层面提高经济效率，并取得了中国经济发

展的奇迹。 当传统工业化模式因为其内在局限而引发全球不可持续危机时，发展范式的转变就成

为必须。 此时，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底层核心价值就成为解决危机的大智慧。
１． 发展范式转变与文化复兴

走出不可持续危机，必须转变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范式。 中国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在

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文化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 如果以新发展理念为标

准进行划分，则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者是传统工业化模式阶段，后者是正在转

型中的绿色发展阶段。
在传统工业化阶段，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正好暗合了工业化的内在要求。 比如，集体主义和

儒家伦理秩序符合工业生产组织效率的要求、节俭的文化传统带来高储蓄等。 但是，由于中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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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基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经济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不可

持续的生态环境危机。
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必须从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转变到绿色发展新范式。 党的

十八大后中国提出的不忘初心以及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概念，意味着在新的发

展阶段要有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的转变。 这就要求复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２． 中国文化为发展范式转变提供大智慧

走出传统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危机需要大智慧。 大道至简，这个大智慧就是回归发展的初

心，并敬畏自然。 在发展目标上，从 ＧＤＰ 导向回归到以人民福祉或“美好生活”这个发展的初心；
在发展方式上，从过去的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转变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将经济活动置于大自

然的安全边界之内。
工业文明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通过强大技术力量征服自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环境危

机，然后试图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危机，但人的有限理性却不足以解决如此复杂的全球性和系统性

危机。 生态文明则谦卑地对待自然，看似不如工业文明征服自然那般强大，但却是避免触发危机

的更高智慧。 从作为中国哲学总源头的《易经》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演进，天人合一、修齐治

平等思想一以贯之，分别对应发展方式和“美好生活”等现代发展概念。 这正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现代化的文化基础和方法论。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到绿色发展，意味着文明形态的转变和发展范式

的转变。 其中，中国文化扮演着决定性作用。 某种意义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颇似一场新时

代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重新找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从前面文化对

经济的影响机制可以看出，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内在局限，必须重新审视全球化对自身价值观的

影响，在自身文化基础上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和文化自信。 这不仅包括让发展回归“美好

生活”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亦要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对“美好生活”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使之摆脱

商业力量的过度操纵。 与此同时，还必须建立符合文化属性的新型商业模式、体制和政策体系，以
促进文化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

历史地看，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其率先建立的传统工业化

模式短期成功的基础之上。 这种基于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破坏的模式，可以让少数发达国家实现

物质丰裕的现代化，但一旦扩大到更多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包括气候变化等在内的生态环境

危机。 目前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危机背后是发展方式和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危机，根源则是背后的

哲学和文化。 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使其不仅可以适应传统工业化模式，也能为传统工业

化危机提供解决的大智慧。

三、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标识性概念和知识体系

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人类

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正进入生态文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新的文明

形态需要新的发展范式、科学范式及其知识体系。 目前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很大程

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难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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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目前全球不可持续危机提供足够的支持。
１．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性概念，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需要新的知识体系。 构建

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地在现有知识体系中加上中国特色，而是从文明形态转变的高度对发展

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以重构传统工业时代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 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只适用

于本国的特殊国别知识体系，而是为新的文明形态构建目前缺乏的新的一般知识体系，必须具有

全球普适性。
目前，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

的。 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相应的知识体系无法满足生态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的内在

要求。 不幸的是，我们由于是在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下接受的训练，往往难以摆脱柏拉图洞穴寓

言式的思维困境。 这种困境极大地妨碍了对新知识的创造能力。
生态文明学科体系建设，不是简单地将传统工业文明下形成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体系应用于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对包括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

展，以及发展的普适性等基本问题及其文化哲学基础进行深刻反思，推动发展范式和研究范

式的转变，并应用现代分析方法和工具进行严格的学理构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原创性知

识体系。
２．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处理的相关问题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抛弃既有知识体系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继承与发展。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有相当高的门槛，不能滥用而使其沦为空洞的口号。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只是在原有理论体系和框架下进行边际意义上的创新，更是在新的文明

形态和研究范式下进行“０→１”的知识创造。 新的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放

弃，而是在新的范式下创造新的知识，并尽量将现有知识体系纳入新的范式，共同形成新的知

识体系。
传统工业时代对文化价值重要性的忽视，同既有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格局有很大关系。 一方

面，所谓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产生并为其服务的，其哲学基础隐含着对福

祉和可持续等目标的背离。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不仅忽视文化和社会的价值，而
且还对传统文化形成很大冲击。 另一方面，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居于显学地位，在政策制定中亦

占据主导，客观上导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不仅经济学要有新的研究范式，而且非经济学的人

文社会科学及其在政策中的角色也应越来越重要。 某种程度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类似一场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将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发扬光大，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新的绿

色发展范式提供文化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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