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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文化根基的

深厚滋养是发生前提,战略目标的辩证统一是方向引领,核心要素的稳定运转是现实根基,评估优化的高效实

施是可靠保证,系统机制的勾联融通是核心要旨。 以内在逻辑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具备由文化根基

层、目标引领层、核心要素层、评估优化层、系统机制层所构成的立体结构,呈现出开放性、整体性、结构性、稳定

性、层次性的鲜明特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需要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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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实践路径包括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科体系支撑,注重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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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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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重要讲话,要求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明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1] 。 中国式现

代化呈现出鲜明的复杂系统运行特征,坚持以系统科学的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内在逻辑、
基本框架和实践路径,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学理的重要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概括,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

系。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阐释的热潮,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

的问题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2023 年 5 月,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中国式现代化” +“系统”进行主

题检索,得到 829 条检索记录,其中北大核心及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检索记录为 340 条,与本研究直接相关

的记录为 32 条。 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五个方面。

·5·



第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基本要素的研究。 有学者立足宏观整体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系

统运行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系统包含有战略目标、主体架构、民心根基、动
力依托、协同保障五个子系统[2] 。 还有学者立足微观视角,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中的具体要

素,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动力[3] ,党的领导[4]等。
第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框架结构的研究。 在对系统构成要素的认识基础上,学者们进一

步探究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框架结构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大系统是以主体架构子

系统为核心,战略目标、民心根基、动力依托、协同保障子系统环绕且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环状运行架

构[2] 。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理论基础、具体运行、生发立场、方法嵌入和目标实现上的辩证统

一[5] 。 有学者认为经济现代化是基础,政治现代化是保障,文化现代化是灵魂,社会现代化是条件,生态

现代化是前提[6] 。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拥有立足适应演化能力的系统工程架构,包括需求管

理、顶层设计、综合集成、演化变革、评估验证等环节[7] 。
第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内在机理的研究。 有学者坚持系统构建视角,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系

统建构的内在机理在于:由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给予本质规定,由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加以深厚滋养,由
人类现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提供有益养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催生[8] 。 有学者坚持动力机制视

角,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主导性动力,以人民的积极作为为主体性动力,
并在党和人民群众的互动和配合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协同性动力[5] 。 还有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系统,基于“三层动力要件”分析,探究了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运行的系统模型、运行模式等问题[9] 。
第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评估反馈的研究。 有学者从经济、科教、政治、法治、文化、社会、

生态、国家安全与军队、和平发展、党的建设 10 个方面构建现代化一级指标,以及 41 个二级指标,分别

从主观、客观两个维度设置 130 个三级基本指标和特色指标,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指数体系[10] 。 还有

学者依据新发展理念的 5 个维度,构建了包含 25 个系统层、50 个准则层与 100 个指标层的评价指标

体系[11] 。
第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实践路径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良好运行,

需要积极构建相关指数和指标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科理论,并在实践策略层面做好顶层设计,
开展好创新实践,处理好各种关系[2] 。 有学者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必须贯彻坚持人民至

上、善于掌握规律、增强历史主动的实践要求[12] 。 还有学者认为,必须首先强调发展,要从百年建党经

验中汲取智慧,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要处理好战略和策略的辩证

关系[3] 。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仍

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根据揭示不够。 现有研究成果多将系统工

程属性天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见对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具有系统属性这一根源性问题进行追问的成

果。 二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内在逻辑分析的深入性不够。 现有成果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对中

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机理的描摹,而进行深入逻辑剖析的成果还较为缺乏。 三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

统运行架构剖析的立体性不够。 现有成果对于系统运行架构的剖析多基于平面视角,侧重于“系统”方

向,而对于“运行”方向的观照不够。 以上不足正是课题组研究的立足点,因此,课题组将聚焦中国式现

代系统运行的根据、逻辑的深刻性、系统运行架构的层次性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属性,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所内蕴的系统观念特质,彰显于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壮阔实践场景,实现了新时代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系统性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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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13]22,这一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决定其必然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引领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

学” [14]841,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系统属性,将系统观念确立为引领实践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我们党始终坚持运用系统观念分析问题、指导工作: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以系统观念审视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

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 [15]175;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毛
泽东同志运用系统观念,敏锐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而将美、苏以及欧洲发达国家之外的发

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国家发展“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 [16]249-250。 可见,系
统观念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推进事业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3]15 历史分期有其内在的划定标准,总的来看,“面对社会

形态基本一致的社会,主要看历史有无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17]1-2,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新时代十年,
党在治国理政中持续不断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追求伟大梦想的根本主题,是新时代党在理论

和实践上的系统性创新突破。 在理论创新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的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党建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

系” [18]12,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指导思想的系统性创新发展。 在实践创新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现实国情,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协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有力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的系统性变革。 总体而言,新时代十

年是党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系统性、整体性变革“成功推进和拓展” [13]22 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新阶段。
(三)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系统工程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建构并非各要素、子系统的简单堆砌,而是基于系统机理,实现各要素、子系统

之间的有机耦合,确保系统本身保有高度的整体性。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属性的理

解,需要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就理论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1] ,呈现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有机统一。 二是就历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内在地

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演进逻辑,“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

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13]22,其以各个历史时期发

展探索为依托,前后的接续关系有机统一。 三是就实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囊括了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在发展进程中兼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

发展” [19]的“并联式”现代化,彰显出经济社会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特质。

三、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包含了丰富的要素,而其系统运行,则是诸要素基于特定的运动逻辑,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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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统一的过程。 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内在逻辑的剖析,成为理解这一系统工程如何有

序、高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一)文化根基的深厚滋养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发生前提

人的实践必然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

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 [20]669,此处所强调的“条件”中,文化是一项极为关键的内容。 因此,以一个复杂系统状态运转的中

国式现代化,必然生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运行于既有的文化环境,承继文化基因并践行文化使命,进而

从文化根源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摆脱“西方化”的纠缠,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 所以,文
化根基的深厚滋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发生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奠定根脉,中国革

命文化为其培育斗争品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其供给本质内核,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其提供有益

借鉴。
(二)战略目标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方向引领

战略目标着眼宏观、立足长远,“战略目标科学设计是一个国家和政权理性实践的应有之义” [2]8。
因此,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向何处去”的方向标的,其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将直接影

响这一重要系统的运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有目

标、有规划、有战略,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21]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科学

性,源自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系统观念审视战略目标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理解为一个系统整

体,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充分把握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间的有机联系与整体架构,从而建构起整体联动、辩证统一的战略目标体系。
(三)核心要素的稳定运转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现实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需要在庞杂的要素中,重点把握“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

展” [15]320 的主要矛盾,即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核心要素。 同时,系统的运行都需要重点聚焦主体、
方式、动力、保障四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运行中:主体问题指的是“依靠谁”来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即民心根基要素;方式问题指的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即主体架构要素;
动力问题指的是“从哪里”为中国式现代化供给推力,即动力依托要素;保障问题指的是“如何能”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运行保证条件,即协同保障要素。 民心根基、主体架构、动力依托和协同保障四大核心

要素的齐备,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基本前提,而四大核心要素之间基于合理的整体架构,在辩证

统一中实现有机联系与辩证互动,同时协同其他系统要素稳定运转,这些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

的现实根基。
(四)评估优化的高效实施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可靠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复杂系统的运行必须要基于科学管控、系统评估和整体优化,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反
馈、解决问题,不断提升系统运行的效率及稳定性。 就科学管控而言,其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

整个过程,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主体、要素、目标、内外环境等” [22]247,科学管控的目的在于维持

系统运行的秩序,及时纠正问题。 就系统评估而言,其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状态监测,即通过

评价与估量,对系统运行的状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形成价值判断和数据判断,系统评估“至少包含

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四个基本要素” [22]301。 就整体优化而言,是根据系统评估结

果,持续优化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其目的是解决系统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保证系统运行处于良好状

态。 由科学管控、系统评估和整体优化有机构成的评估优化的高效实施,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可

靠保证。
(五)系统机制的勾连融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核心要旨

机制问题主要表征特定系统运行的内在关联性和有机性,强调系统绝非要素的简单堆砌、排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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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系统机制的有效勾连融通,要素间有机协同的合理状态,同时系统机制的有效搭建,是系统稳定、
高效运行的核心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

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23]22 显然,这是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层面,
强调了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对于国家制度体系稳定运行的重要性,进而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对

于科学系统机制的强烈需求。 基于对系统运行的整体考察,课题组认为,这一宏大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

重点解决好五个方面的系统机制,即科学决策机制、动力供给机制、协调控制机制、评估反馈机制和改革

创新机制之间的勾连融通问题。

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基本框架

以系统思维为引领,立足对中国式现代化宏阔场景的理性审视,对丰富要素的系统梳理,在充分借

鉴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在遵循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具有

稳定的层级立体结构,呈现出相应的系统运行特征,且需把握其中的重大关系。
(一)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主要架构

由文化根基、目标引领、核心要素、评估优化、系统机制五个层级,共同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

行的主要架构。
第一,文化根基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4]138,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西方现代

化”,其根源是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在不断推动物质变革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精神文化生产,“在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25]中国式现代化植根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根基层成为其“根

基”所在,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从何而来”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表征与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集中反映出中华儿女的精神风貌。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

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26]315 作为生发于中华大地的全新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充分汲取其深厚文化滋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将中国人对于家、国、天下的辩证思

考与深重情感,转化为契合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治国理政举措。 所

以,在文化根基层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基础性的存在。
中国革命文化。 中国革命文化是党在革命斗争中推进精神生产,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制

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体” [27]20。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26]80,中国革命

文化始终围绕着“斗争”的精神内核展开,集中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骨。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发端与生长离不开中国革命文化的滋养,且具体表现为这一现代化模式从接

续斗争中锤炼而得,并“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1] ,中国革命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鲜

明的斗争特质,并且,在其系统运行的文化根基层中,中国革命文化是重要性的存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进行

了创造性转换” [28]7,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 [29]31 文化形态。 可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特质,是中国

社会的最新文化形态,同时基于社会主义的内核,又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当代中国场域下,
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得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浸润,
赋予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1] 的本质内核。 因此,在文化根基层中,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是本质性的存在。
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只有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30]78。 党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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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始终保持对于人类文明的开放态度,其
中就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合理成分的吸收与不合理成分的批判、改造,从而“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的发

展逻辑来驾驭资本逻辑的崭新模式” [31]55。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不可能回避人类文明优秀成

果,在文化根基层中,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借鉴性的存在。
第二,目标引领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3]24 中国

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目标引领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目标系统,包含远景、中景、近景目标要素,构成系

统运行的“方向”所在,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远景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一场接力跑” [32]43。 自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鲜明主题,在前人对于民族复兴出

路的探索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先进的指导思想、坚定的初心使命、不懈的斗争姿

态,带领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最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系统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

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归根结底就是要通过对复杂系统要素的科学配置、高效运转,持续地为

实现远景目标输出强大能量。
中景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中间阶段,它衔接近景、远景目标,发挥极为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规划了

到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

行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近景目标: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

期” [13]25,特别是在当下,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风险挑战压力明显加大,为此党的

二十大制定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规划,明确了我国在经济发展质量、国家治理能力、法治体系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健全等多方面目标,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划定了清晰的近景目标。

第三,核心要素层。 核心要素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涉及系统运行的主

体、方式、动力、保障四个方面。 核心要素层是系统运行的“关键”所在,解决“如何产生”内生动力的

问题。
民心根基。 中国事业的根基在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 [33] 中国

式现代化模式的成功探索,归根到底是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拓展,更要

依靠人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主体力量在人民,民心向背成为关键所在。 民心根基要素包

含有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四个方面的内容。
主体架构。 主体架构要素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方式”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

正确方法论指导下,确保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同时,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特征,使
得对于其系统运行方法论的架设,呈现出鲜明的原则性特点。 主体架构要素包含了“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13]23 等主要

内容。
动力依托。 以系统观念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解决动力要素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复杂

性,决定了其动力供给需要内、外共同作用。 因此,动力依托要素解决的是系统运行“何以增强”的问

题,“具有开放性、动态性、过程性和从内部发力到内外联动性等特征” [2]11。 动力依托要素包含了崇尚

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团结共生等主要内容。
协同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系统运行需要更为坚实、稳定的保障体系,从而确保

这一复杂系统既能够保证自身的稳定运行,又能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协同保障要素解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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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如何优化”的问题,包含了党的建设保障、国家法治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强军保障、国家统一

保障等主要内容。
第四,评估优化层。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科学管控,将系统运行变量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通过对评估主体、方式、标准、环境的整体构建,对系统运行的实时状态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估,同
时基于反馈环节进行整体优化,进而不断提升系统运行的质量。 评估优化层是系统运行的“调适”所

在,解决的是“如何更优”的问题。
科学管控。 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求“管理者通过执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整合组织的各

项资源,实现组织既定目标” [34]3。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最为宏大的系统组织,其有序运行必须

基于科学管控,有效提升系统运行的效率和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所以,科学管控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

运行的必然选择,科学管控水平如何,直接决定其运行质量。
系统评估。 以系统思维剖析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涉及到如何进行评估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

系统运行的实际状态究竟如何,系统运行是否契合目标要求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通过系统评估来

予以回应。 对系统运行进行评估,应当处理好评估主体、方式、标准和环境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解

决好由谁来评估,用什么方法支撑评估,以什么样的标准开展评估,如何搭建有效的评估环境这四个

方面的问题。
整体优化。 优化是评估的接续环节,主要是基于评估所得到的具体结果,向系统运行的管控方反馈

问题及改进意见,从而修正其存在的不足。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整体优化,至少应当包含反馈与优

化两个主要环节,反馈环节需要解决好信息反馈的效率、渠道等问题,优化环节则需要解决好优化措施

制定的针对性、有效性、及时性等问题。
第五,系统机制层。 机制是确保系统顺畅运行的“软件”,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需要在要素齐备

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系统运行机制,使之能够“串联”各系统要素整体运转。 同时,系统运行的机制不

是单一的,需要由多种机制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性机制予以支撑。 系统机制层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

行的“灵魂”所在,解决的是“有机整合”的问题。
科学决策机制。 科学决策机制旨在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过程,“保障决策的科学性所建

立和完善的各项制度设计、工作安排等”的科学性[22]385。 科学决策机制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全局的方向、方针、部署是否正确。 科学决策机制内在包含主体、制度、程序科学化等。
动力供给机制。 动力供给机制是指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变化、发展的内外力量的作用方

式,是使系统诸要素、部分、环节在互动中形成良性运行的结构和功能,是使系统运行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的一系列手段、工作、形式和途径。 对于动力因素的有机整合,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动力源泉,
而动力供给有机整合,就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动力供

给机制的构建,需要从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社会力量激活的角度来释放社会发展动力。
协调控制机制。 就协调机制而言,包括发展目标协调、战略协调、力量协调等,更涉及区域、城乡及

行业间关系的协调,其本质上是系统运行中的利益协调。 就控制机制而言,其本质上是优化各种社会关

系、协调各方利益,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有效、有序运行,是控制机制发挥作用

的结果。
评估反馈机制。 就评估机制而言,既是评判的需要,也是优化的需要。 系统运行评估机制的核心在

于公平,而公平的评估机制包括业绩评估、人民群众满意度评估、公共政策评估等内容。 就反馈机制而

言,其所要解决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是否合理问题,而优化反馈机制才能

更好地完善政策措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良好运行。
改革创新机制。 机制的运行需要以开放的姿态,保持与外部的信息交互,从而推动系统运行既有机

制的创新发展。 所以,改革创新机制一方面需要超越落后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发展中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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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征、新内容。 改革创新机制要求领域、范围、内容上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具体实践层面要求把机制

的创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各个层面。
(二)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基本特征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主要架构,其具体表现出开放性、整体性、结构性、稳定性和层次性五

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开放性。 开放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基础性特征。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

力” [35]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蕴含着中国风格的“开放哲学”,以“包容、和谐、共生”的理念引领开放

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人的发展等多个方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

行的基本特征,需要首先聚焦其开放性特征,认识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开放式

信息交互的必要性。 所以,必须以开放性思维来审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运行,在持续深化的开

放格局中,推进伟大事业。
第二,整体性。 整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实质特征。 系统科学原理认为:E整体 = ∑E部分 +

∑E联系,当∑E联系 ≥0,或∑E联系 <0,而∑E联系 = 0 的概率极小极小,以至于无法视为零,所以 E整体 ≠∑
E部分,可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之和。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文化根基层、目标引领

层、核心要素层、评估优化层和系统机制层等各系统层级,总是从不协调到协调,又从新的不协调到协调

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而确保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因此,这一过程的推进如果缺乏相应的系统思维是不可

实现的。
第三,结构性。 结构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鲜明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过程,同时

也是其以自身结构的持续优化,促进功能发挥的过程;而系统运行的顺畅展开,也要求要善于运用改革

思维和改革办法,与时俱进地推进系统本身的结构性调整。 同时,从系统的体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个极为宏大的社会发展系统,囊括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若干子系统居于其

间,其良好运转以共同保障系统整体运行。
第四,稳定性。 稳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相对特征。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3]52,

中国式现代化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统一。 保证系统运行行稳致远,既要抓好当前又

要谋划长远。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稳定是相对的,特别是在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风险挑战加剧

的当下,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干扰因素对其稳定性的冲击,提前部署各类风险防范、应对、化解的体制、机
制,避免造成重大动荡。

第五,层次性。 层次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必然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需要统筹各

子系统。 为此,要把握好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衔接关系。 系统运行既坚持各层次创新发展,又坚持有

机衔接,有利于调动各层面积极性,体现系统协同高效。 作为开放系统,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需要充

分激活各子系统活力,将五个子系统统筹运转起来。
(三)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重大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

重大成果” [1] ,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因此,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

的重大战略价值,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第一,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 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顶层设计要求对世界发展大势

和人民群众期盼进行准确认知、把握,确保方针政策的制定“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1] 。
同时,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做法可以照搬,面对未知领域,应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为指导,大胆探

索、敢为人先,不断地将实践探索中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形成引领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第二,战略与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事关民族复兴大局,其稳定运行需要兼顾战略层面的预见性、全

局性、稳定性:既要尊重规律,预见性地制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重大战略;还要聚焦全局,确保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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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制定着眼于重大问题;更要保证战略一经形成,就必须长期坚持。 策略为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方法,
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时刻都在变化,需要将战略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统一起来,宏观层面的战略不容动

摇,但微观层面的策略可以立足现实、灵活机动。
第三,守正与创新。 守正要求坚持事物本质,注重对时、度、效的把握,创新要求推陈出新,形成适应

新现实、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的新方法,“无论守正还是创新,其本质都是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

发,坚持把客观事物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注重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和

正确运用规律” [36]34。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守好根和魂,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引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守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创新就是要

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以各个方面的创新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提质、增速。
第四,效率与公平。 中国式现代化在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生产力的同时,大力维护社会公平,避免

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 就效率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充分激活市

场要素活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要素市场改革、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就公平而言,中国式现代

化在“做大”蛋糕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7] ,我国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各方面都将公

平正义放在了重要位置。
第五,活力与秩序。 活力与秩序表征两种相反的状态,充满活力必然要挑战秩序,而保证秩序必然

要限制活力,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

需要充分激发社会活力的现代化,同时也是需要保证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因此需要确保活力与秩序的辩

证统一,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其原因在于

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很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

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第六,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 自立自强是党领导伟大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其核心要旨在

于时刻立足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独立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党内反复强调“最重

要的是独立思考”。 当下,自立自强成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旨,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对我

国不断施压的态势下,坚持独立自主,将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必然选择。 当今时代,全球化

趋势持续深化,以开放姿态融入世界,通过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确保国际国内市场高效联动,也是大

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举措。

五、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展开实践路径思考,具体包含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科体系支撑、注重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等。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8]28,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本

质,需要汇聚十四亿中国人的力量,这些都要求充分发挥党举旗定向、掌舵领航的领导核心作用,以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是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要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把政治标

准放在干部选拔任用的突出位置,增强其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引导干部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成才,同时

严格正风肃纪,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三是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四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方面,健全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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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体系,突出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中的统领地位。
(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是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整体联动,其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广

泛覆盖性,能够确保通过评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矛盾” [39]108。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系

统运行评估指标体系,需要解决统计维度与评估指标体系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就统计维度而言,
基于国家“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现代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便扩展至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

化多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从上述维度展开。 另一方面,就评估指标

体系而言,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构建其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合理与完整覆盖的统一,具体

而言:经济现代化指标体现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质量等;政治现代化指标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

治国、民主政治、政府职能、民众参与等;社会现代化指标反映人民健康水平、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

教育等;文化现代化指标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文化软实力等;生态文明现代化突出能源

消耗、绿色发展、污染排放、环境综合治理等。
(三)提供坚实的学科体系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学科体系的支撑,具体而言:一是需要人学学科的理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

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道路” [40]19。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在实践基

础上回答“如何更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中心问题。 二是需要多学科的理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

系统运行宏大复杂,变量丰富,涉及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因而需要集聚、整合包括历史学、政
治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在内的学科体系,构建学科群。 三是需要交叉学科的理

论支撑。 随着社会发展,原有学科体系对新问题、新现象解释力下降,发展交叉学科成为必然。 中国式

现代化改变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在其系统运行过程中,必然要根据最新的实践状态,提供

交叉学科支撑。
(四)注重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风险挑战急剧增加,要确保系统运行安全稳定,就要有“防范风险

的先手” [41]15: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回应时代课题,回答人民之问,蕴含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指引,以其立场、观
点、方法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是确保事业推进的迫切需要。 二是以科学的顶层设计

统领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面临系统性风险,需要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整

体性的风险防范战略规划,尤其需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 三是以整体性的应对机制构建推动系统运行的风险防范。 一方面,从空间层面来看,中
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风险防范机制构建,应当覆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大范围;另一方

面,从时间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风险防范机制构建,应当包括风险识别、定位、处置、反馈等

全过程。

六、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立意深远、内容宏阔,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探索出全

新的人类社会现代模式。 系统运行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更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的方法依托,持续深化对于其系统运行逻辑、框架、路径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是从学理上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而在实践进程中,一系列新鲜经验也应当及时进入理论研究视野,确保在理论与实

践的辩证统一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强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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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
 

system
 

contains
 

a
 

profound
 

internal
 

logic,
 

the
 

deep
 

nour-
ishment

 

of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is
 

the
 

premise
 

of
 

occurrenc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strategic
 

goal
 

is
 

the
 

direction
 

of
 

guidanc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core
 

elements
 

is
 

the
 

reality
 

foundation,
 

the
 

efficient
 

imple-
mentation

 

of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is
 

the
 

reliable
 

guarantee,
 

and
 

the
 

channel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
 

mechanism
 

is
 

the
 

core
 

content.
 

Supported
 

by
 

internal
 

logic,
 

the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
 

has
 

a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cultural
 

root
 

level,
 

the
 

goal
 

leading
 

level,
 

the
 

core
 

element
 

level,
 

th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level,
 

and
 

the
 

system
 

mechanism
 

level,
 

showing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integrity,
 

structure,
 

stability
 

and
 

hierarchy.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important
 

relations
 

between
 

top-level
 

desig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strategy
 

and
 

tactics,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vitality
 

and
 

order,
 

self-reliance,
 

opening
 

up
 

and
 

etc.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
 

includes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providing
 

solid
 

disciplinary
 

system
 

suppor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isk
 

prevention
 

of
 

the
 

system
 

operation.
Keywords: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
 

operation;
 

logic;
 

fram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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