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经评论：中国式现代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2025年10月，经济日报发表题为“中经评论：中国式现代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的社论，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独特魅力与全球意义。这一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引领，立足中国国情，统筹发展与安全，融合经济增长、生态文明与文
化自信，不仅为14亿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全球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新路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开放
包容、稳步推进的特性，正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不同于西方以
资本为导向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始终将人民福祉放在首位。202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30万亿元，人均GDP接近1
4万美元，全面小康目标如期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清零，近1亿人摆脱贫困
。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岗位超700万个，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5。这些
数据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让更多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制度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从疫情防控到经济复苏，中国用行动证明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202
3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中国通过精准调控，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累计为企业减负超2万亿元，激发市场活力。
2024年，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出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推动国有企业优化布局，增强核心竞争
力。同时，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助力科技企业融资超5000亿元。这些改革举措为中国式
现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驱动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劲引擎。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6，科技
自立自强步伐加快。嫦娥六号月背采样、北斗导航全球组网、C919大型客机商业运营，标志着中国在航天、通信、航空等
领域跻身世界前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绿色能源等前沿技术蓬勃发展，2024年全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
瓦，占全球40以上。深圳、杭州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为创新高地，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热议：“
中国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创新不仅推动经济增长，也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生态文明
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底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2402，碳排放
强度较2020年下降105，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阶段性目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成效显著，黄
河干流连续五年全线通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通过绿色转型，打造“零碳工厂”和“绿色港口”，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江西赣江流域的生态修复项目，让曾经污染严重的河段重现清流，沿岸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融合，吸引游客超5000万人
次。网友感叹：“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太了不起！”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添了精神力量。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数字化展览吸引全球观众，2024年文博会交易额突破2
00亿元。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催生了沉浸式戏剧、虚拟博物馆等新业态。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成都的宽窄
巷子等文旅地标，成为年轻人“打卡”热点，2025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消费同比增长12。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提升了国民
的文化认同感，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让书法、武术、汉服等文化元素走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然而，中
国式现代化也面临挑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加剧。此外，区域发
展不平衡、收入差距等问题仍需持续破解。对此，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2024年与东盟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RC
EP框架下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乡村
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确保现代化红利惠及更多群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学者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中国式现代化不照搬西方模式，注重本国实际，值得我们学习。”2024年
，中国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吸引50多个国家参与，达成合作项目超300个，总金额逾2000亿美元。中国还通过“全球
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技术等支持，助力全球共同繁荣。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越走
越宽广。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践行生态文明、弘扬文化自信，中国正以稳健步伐迈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网友评论：“中国式现代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今天，中国以开放包容
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原文链接：https://hz.one/baijia/中经评论-中国式-越走越宽广-2507.html
PDF链接：https://hz.one/pdf/中经评论：中国式现代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pdf
官方网站：https://hz.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