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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古至今民族文化从未中断的世界文明

大国，中国发展具有从内陆走向海洋的悠久历史，

近现代则展现了其国际地位经历衰落又再次崛起

的壮阔陆海情景。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和繁衍昌盛，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特质和海洋强国取向，昭示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的未来前景。

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路径

——从闭关锁国到汇入全球经济：趋同存异

中国作为曾经自豪自傲的文明古国，为防备

“野蛮”“落后”国家或民族来自海上的入侵骚扰，严

格实行对外封闭举措，曾是一种正当国策，也是统

治阶级宣称的“政治正确”。明朝朱棣皇帝时期正

式实行“洋禁”“海禁”的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交

通和贸易，以及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及科技活动。

明朝的“海禁”政策，主要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和交

流，但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实际上是实行

官府垄断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一政策延续到清

朝。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朝下令停止除广

州之外的厦门、宁波等港口进行对外贸易，也就是

只允许所谓“一口通商”。标志着清政府更彻底地

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政策意识和民间社会控制

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政治统治方式，而

并非基于经济理由的富国利民政策。其逻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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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表现为从闭关锁国到汇入全球经济，并具有趋同存异的显著

特征。海洋强国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大方向、大趋势和国家宿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文明进

程，向着海洋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背离海洋则意味着落后、古旧。中国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会受到海洋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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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宁可不要富裕，也不接受外来的奇巧淫技，以至

破坏自家法统的一统天下。

近代以来，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松动和废止，

并非出于自主情愿，而是在拥有海上军力和殖民掠

夺野心的西方列强武力逼迫下的被动行为。一般

认为，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是中国“门户开

放”的标志性事件，即1842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战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必

须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地作

为通商口岸，并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

家属自由居住，史称“五口通商”。因此，中国内陆

面向海洋的开放，是作为弱国的不得已之为，具有

国家屈辱的性质，即承认弱国无自主权之保障，不

得不听凭海洋强国的意志。

因此，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具有抵抗列强实现民

族复兴的性质，特别是要摆脱海洋强国的霸凌和欺

辱。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中国革命，不仅实现了

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目标，而且经过近半个世纪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人民于1949年建立了新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伟大的历史关头，

中国面临现代化将沿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抉

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进入艰难探索时期。

一方面，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另一方面，也不

能接受列强国家给我们提供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通俗地说，“闭门向内陆”和“开门向海洋”都不是可

行方向。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方位：没有先

例可循。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须另辟蹊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

方向，选择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试图以“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

神，实现“大跃进”，也就是沿着摒弃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而尽快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向“大步迈

进”共产主义。这样的实践探索，基本取向是眼睛

向内，自力更生。这一取向的现实表现就是在苏联

援助下，建立国民经济封闭发展的行政命令式体制

机制。这一探索过程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历史经验

和建设成就，但现实经济状况证明，总体不成功。

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认识：中国现代化虽然要

另辟蹊径，但也必须遵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方

向，即凭主观意志搞计划经济没有前途，必须走市

场经济道路和实行适应国情的体制建构。接受社

会主义也可以和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这

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

观的新认识，是经实践检验的真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现代化确立了市场经济

和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最

初的“前 30年”（严格说是“28年”），史称实行开放

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为“后40年”。

“前30年”，新中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经济建设

成就，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但是，总体上

看，国民经济发展很不乐观，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甚至走到“国民经济濒

临崩溃边缘”，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理论必须服从

现实。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打破传统理论禁

区，明确表达和大胆推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

想解放，公开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

且只能是市场经济。据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

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这不仅确立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基本

性质，而且对于形成市场经济道路共识奠定了政治

原则基础。只不过是，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国

情，须选择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市场经济模式。

既然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那么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规律；

但是，市场经济的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社会

的同质化。作为历史文化深厚的大国，中国实行市

场经济，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实

现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

据此逻辑，自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路径表现为从闭关锁国到汇入全球经济，并

具有趋同存异的显著特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

对外开放，彻底摒弃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步入可

以自由航行的海洋，成为海洋经济国家。这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走向国家强盛发展的大方向、大趋

势，而“中国特色”和“中国式”的表达，则体现了中

国发展道路、体制模式以及现代化形态的历史鲜活

性。从本文对中国近现代化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

看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在内在逻辑指向上就体现

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取向。中国发展市场经济，

实行改革开放，是国家从内陆型农业文明向开放型

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海洋经济及海洋空间的力

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驱动力，例

如，东部沿海开放、湾区沿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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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战

略性、决定性的作用。过去，论述中国经济发展优

势，并引以为自豪的，总是强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里”的大陆。而实行改革开放后，则更加强调沿海

开放和面向世界，强调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

率先改革和发展突破的引领作用。因此，就改革开

放的初心、底气和信心，从最深刻意义上可以说，海

洋强国取向的内涵已蕴含其中。这体现了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从历史积淀、理想追求到战略抉择和

未来实现，不断进取的观念升华和必由之路。总

之，海洋强国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大

方向、大趋势和国家宿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

的文明进程，向着海洋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背离海

洋则意味着落后、古旧。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

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会受到海洋列强所辱；

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有现代化的光明前途。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海洋强国取向

——开放、畅通、全球、包容、安全

在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中，如果将中国与

欧洲相比较，前者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基于内陆“车

同轨”的集权化统一格局，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基于

海洋通道的碎片化国家格局。特别是进入近代，海

洋的意义对于前者和后者具有极大的差别。中国

以国土之广袤而成为世界强国，欧洲则以海上纵横

而称霸国际舞台。前者虽然可以有古代文明的繁

荣场景，但进入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近现代经济时

代，以更大开放为取向的西方欧洲国家，日趋走在

中国的前面，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地区，以至形成“欧

洲中心”的现代化思维。

作为近现代以来的后发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路径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以及东方文明大国的特色表现，但仍然深刻表征出

国家现代化的全球大趋势：实现内外通达，面向海洋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发动，以“前30年”特

别是“后40年”的成就来彰显，表现出必然向着建设

海洋强国的现代化取向。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

径具有依托大陆、面向海洋、放眼世界的态势特征。

首先，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产业体系结构以

制造业为本，因而不仅可以有实力成为“基建狂

魔”，而且有能力实行交通优先，直至能够以强壮的

造船业，“下饺子”般的实现舰船下海②。也就是说，

中国经济体系支撑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和产业链，

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优先发展，

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基础。现在，中国已

经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

工业门类的国家。

其次，在金融层面，中国具有节俭传统和高积

累倾向，劳动低收入和民间消费节约，形成丰裕的

储蓄资金和资本实力，可以从资金供给侧强有力地

推动工业化，世界罕见。因此，中国经济非常突出

地表现为持续投资和外需拉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宏

观经济动态形势。

再次，在国际层面，中国虽然实行严格的国际金

融制度，特别是对跨国资金流动进行管制，但吸引

外资流入，鼓励产品出口，以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

际竞争，推进经济高增长。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

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基建能力为供给侧优势，推进举

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全球布局。

以上中国式现代化形态和进程显现出曾经的

内陆大国，插上工业化翅膀，开拓海洋舞台，日趋系

统化地展示出海洋强国的一系列基本性质：开放、

畅通、全球、包容、安全。

其一，海洋强国最突出地表现了开放性，对外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的现

代化进程都表明，开放就能进步，封闭没有出路。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封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

招”。以广阔海洋为舞台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必须

更为强大，才能应对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必须向着建设海洋强国的方

向奋进。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可能在国际竞

争的风浪中，甚至敌视国家的压力下，失去现代化

的条件。从世界范围看，虽然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

历史趋势，但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而

是有可能在风浪中夭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

家中国，现代化征程上，有优势，也有风险，如果不

能成为海洋强国，就不仅难以实现现代化，而且连

国家统一大业也难以完成，国家主权将受到威胁。

所以，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其二，开拓“畅通”之途是人类文明演化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强国取向

7



区域经济评论 2025年第1期

趋势，也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必要条件。中国式

现代化必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实现，而畅通的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路线不断延展的基础性和决

定性力量。经济畅通是整个人类最普遍获益的行

为方式，因而也是推动畅通进程最基础性的动因。

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增长”“权利平等”“社会福

祉”“环境保护”等人类发展的重要关切目标，都要

有经济社会体系的畅通运行条件。畅通机制是人

类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和根本手段，在人类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畅通工程”就成为人类发展的行为主

题。人们必须切记使命：伟大的畅通，创造伟大的

文明，标志伟大的时代，实现伟大的现代化③。无论

是江河治理、交通设施、通信网络、航海航空，还是

市场经济、思想流动、信息系统等，归根结底都是为

了建设更具畅通效率和畅通秩序的世界。有什么

样的畅通之途和畅通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形

态。古代的城邦或氏族文明、欧洲中世纪“黑暗年

代”的封建文明、东方大国的江河文明、西方诸国的

海洋文明，直到当代的陆海文明新形态，都是人类

开拓畅通之途、实现畅通无阻世界的伟大创造。作

为陆海文明大国，中国不仅要成为大陆强国，而且

必须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坚

实基础。

其三，全球化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大趋势，从最

深刻的实质意义上理解，这意味着现代化国家应以

全球视野观察世界和进行资源配置利用，而地球上

最广阔的人类行为空间就是海洋。因此，中国式现

代化的全球空间和全球行动力，就必须以建设海洋

强国为前提。海洋强国的全球化行动力，是中国式

现代化全球布局必不可少的条件。总之，建设成为

海洋强国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内涵一

致性，即作为经济大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就必须

建设成为可以通行全球的海洋强国。

其四，海洋是最具包容性胸怀的生命摇篮和生

态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大海般的包容性。如前

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后 40年”，是主动融入经

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有别于

西方工业化的另一种工业化的成功模式。正是这

一关键因素，推动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新形态的诞

生。这就使得对经济全球化现象的观察视角和全

局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更广义地说，这也是人

类各国现代化的新形态，因而称之为中国式现代

化，以及适应其他国家国情的各国现代化形态。因

此，世界必须放弃以战争消灭异类，或以强权迫使

各类经济体实现同质化的西方现代化传统执念，承

认和包容各类经济体以及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的共存共荣。尽管经济全球化形态衍化的过程未

必总是“和谐”的，但和平期望还是有充分理由可以

实现的。人类文明厌恶战争，现代国家珍视生命。

以往的大国崛起是占世界 12%人口中发生的现代

化叙事，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占世界88%人口中发

生的现代化叙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具有更

大的全球包容性意义。中国努力成为人类发展现

代化进程中最具包容性的现代化国家，可以体现人

类发展将迎接现代化形态的一种适应国情特色的

可行选择④。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

曾指出，以美国模式为唯一“理性”构架模板的全球

化格局正在面临挑战：“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

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

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

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

的：还有其他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

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

球化。⑤”

其五，海洋强国以安全关切为念。既然人类发

展的现代化需要如大海大洋般的包容性，那么就意

味着，现代化进程充满异质性，因而也充满风险和

不确定性。因此，以海洋为背景的人类发展现代

化，历来具有安全关切的突出特点。据此逻辑，“各

国经济的同质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由

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消除世界

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各国经济制度的域观特

性特色，必须得到尊重，绝不能由其他国家对其进

行强力改变⑥”。即使是基本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

“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不存在某种压倒性的力量将迫

使它们完全趋同，差异的空间依然存在，并且必须

得到保护⑦”。在一个具有异质性的市场经济体系

中，人类的安全状况似乎总是面临矛盾处境：一方

面，市场经济须有安全基础——人身安全、产权安

全、法治安全、通行安全，否则，市场交换和经济交

易就没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甚至没有市场经济的

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却

可能引发战争，有时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本身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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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来“助产”——要么消灭异己使其归于同类，要

么改变异己迫使其化为同质。换句话说，必须放弃

以战争消灭异类或以强权迫使各类经济体实现同

质化的现代化执念，承认和包容各类经济体的共存

互利，世界才可能有更具安全性的全球化和现代

化。海洋既可以成为民族国家的安全屏障，也可以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交融通道。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地缘方位和规则博弈

——中国崛起重塑全球势力分布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从大陆走向海洋，必然会对全球

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极大影响。此前，西方现

代化曾是实现现代化唯一成功的模式；此后，人类

各国现代化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创造多种形态或各

具特色的现代化形态。如前所述，在全世界总人口

中，西方国家仅占 12%，而非西方国家占 88%。过

去，以西方海权国家主导的人类现代化，所形成的

国际秩序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意愿取向。

与西方现代化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

具有全球性，而是在世界 88%人口中发生的巨变。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具有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现

代化的特色。这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西方现代化模

式的挑战，以及对实现新的权力平衡的要求。如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所预言

的，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格

局变革的关键角色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夏

皮罗也认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与一心一

意的领导集体，使得快速实现全局性变革成为可

能，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变革就会带来经济

持续繁荣，而美好前景足以让中国人维持社会纪

律，拥护政府。正是由于存在这些远景，差不多每

一个跨国公司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毅然决然，竭

尽所能，到中国追逐财富⑧”。

不仅如此，人类发展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也

将更为多元。如罗马俱乐部资深专家乔根·兰德斯

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所指出

的：“在未来四十年里，人类会发现，自己正在面临

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挑战的源头，大致都是因为

人类正在小小的地球上快速扩张。我们会面临许

多问题，如资源逐渐枯竭、多种污染物集聚、一些物

种和生态系统消失、保护建筑物不受极端天气影响

的需求增加、交通堵塞导致的耗时问题等。社会将

以人类传统的方式对所有问题加以回应。人们不会

停止相关活动——至少不会自发地停止。相反，人

类会决定，砸下一大笔钱来解决问题。社会将试图

通过寻找新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将为替代品买

单，为新的生产流程买单，或者更笼统地说，为成果

相同而不招致负面影响的方法买单。换言之，社会

将通过增加投资来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⑨。”

所以，与发生在世界12%人口中的西方现代化

相比较，发生在世界88%人口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面

临更大的目标选择和利弊权衡问题。因此，21世纪

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必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这意味着，其中有些现代化目标，可以主要通过经

济高速增长来达成；而有些重要的现代化目标必须

通过更多其他的应对举措来达成。这意味着人类

发展进入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化时代，全球政治经济

地缘关系格局和体制运行机理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从地缘关系看，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将从

以往的“中心—外围”势力关系格局，向形成新的东

西均衡和南北共荣的全球地缘关系格局方向演

化。“中心—外围”势力关系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在

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特别是美国崛起成为世

界权力结构的单极霸主过程中而形成和不断固化

的。而中国的崛起，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

仅打破了以世界权力单极格局为特征的全球“中

心—外围”关系，使东西半球的权力关系向着多元

均衡方向转变，并且促进南北半球共荣的实现，从

而表现为各大洋、大陆的全方位畅通格局。全球的

单极海权格局向多极陆海格局演变。在此过程中，

中国成为海洋强国，既具有必然性，也是全球治理的

需要。

如前所述，近现代历史上，最具全球影响的决

定性事件是近代的美国崛起和当代的中国崛起。

新的“崛起”必然带来平衡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

形态和机理因此而发生颠覆性的演变。“地球村”中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为和全球治理，极为突出地表

现为“中美纠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浩瀚空间，美国

是已在位的海洋强国，而中国正在成为后起的海洋

强国。两强相对会导致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

注定一战，还是可以在竞争博弈中避免热战，决定

着人类世界的未来命运。如美国著名学者格雷厄

姆·艾莉森所说：“就目前来看，关于全球秩序的决

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强国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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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⑩”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特别是

成为海洋强国，世界必然进入规则博弈的新时代。

国际经济制度重构将定义 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性

质。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地缘方位和规则博

弈、中国崛起对全球势力分布格局的重大影响，以

及经济全球化新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学

叙事面临的根本性思维变革。

四、新时代的海洋强国思维

——“微观—宏观”执念转向域观范式思维

海洋强国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的经济

学“微观—宏观”（新古典综合）范式承诺。按照这

样的思维执念，“海洋强国”与“经济扩张”“体制同

质化”“自由航行”（空盒子般的经济运行空间）等微

观经济学的逻辑构架相十分吻合，并潜在地与曾经

的海洋帝国侵略性、殖民主义历史相照应。海洋强

国的霸权，往往超越相对弱小国家的主权，甚至无

视其国家领土完整，而没有可以对其进行制衡的力

量。21世纪的海洋强国国际行为规则，不再是前数

百年的全球海洋秩序的仿版。在位海洋强国所强

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与时俱进地

演化为更具适应性的形态。新时代的新思维必须

超越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从经济学“微观”世

界的同质化世界执念，转变为承认现实经济是异质

相容的域观世界。这才能为“海纳百川”的海洋强

国理念奠定经济学范式承诺的理论逻辑基础。

按照域观范式承诺，世界并不是如微观经济学

所认定和主张的：同质（私有）经济主体，在“空盒

子”般的经济空间（自由航行的公海）中，按统一的

制度规则进行运行。WTO模式曾经是这一经济世

界的国际规则体系中的标志性制度安排。按照“微

观—宏观”范式承诺，这是最具真理性的经济制度

和经济秩序，表现为国际经济和世界贸易的“三零

世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性质。但是，现在

连曾经主导构建了这一体系的美国，也不相信，不

遵守了。它“理直气壮”地实行高额关税、产业补贴

和“小院高墙”壁垒。全球范围内，各类“自由贸易

区”“协议组织”正在逐步替代WTO模式。

以上现象的出现，反映的并非完全是一个理想

制度体系的崩溃或堕落，而是全球经济规则秩序正

在发生与时俱进的进化。中国的崛起，并成为新兴

的海洋强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

意味着，广阔海洋领域中，曾经的（古代）“群雄”称

霸格局，到 20世纪的（美苏）两强并行格局，直至世

纪之交的单极（美国）霸主格局，正在向多元共存的

新世界海洋秩序演化。依经济学范式承诺，这可以

称之为协同共荣的域观经济格局（海洋规则秩

序）。既承认人类价值具有普世性，但普世性所具

有的共性并非完全的同质性，因而也须承认异质性

的现实。各国现代化的实践，推动世界进入规则博

弈和治理重构的新时代。

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有存在的现实理由，现实的

制度规则有共性，也有特性。中国有中国国情，美

国有美国国情，其他各国也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

并不相互否定，更不必你死我活。中国搞中国式现

代化取得很大成就，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但并不

要求其他国家也模仿中国。美国或其他类型国家

是在位的海洋强国，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建设具有

特色的中国式海洋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借用一句西方谚语，

表达了这样的意识：“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

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

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

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

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

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

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

现实，将长期存在。”这表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

的具体国情和特色。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都是

基于这一思维逻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接受市场经济，其最深刻

的意义就是：市场经济规则秩序的强大生命力在

于，它并不是同质独善的自利单行道，而是异质相

容的域观共同体。海洋足够辽阔广大，可以容得下

诸多海洋强国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文明的人

类，应有这样的胸怀和共情。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结合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 60 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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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第六届年会（2024）上的发言内容并做相应扩充而成，该

年会于 2024年 11月 30日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主题为“海

洋强国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②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统计数据，2022年1—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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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按修正总吨计分别占42.0%、47.7%和41.5%，国际市

场份额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造船业排名世界第一，造船

总吨位、总接单量和总数量都是世界第一。③金碚：《畅通

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年第6期。④金碚：《经济全球化形态的和平衍化

期望》，《海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⑤【美】约瑟夫 E·斯

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第129页。⑥金碚：《论域观范式思维下的经济全

球化》，《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⑦【英】马丁·沃

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08 年

版，第31页。⑧【美】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刘

纯毅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 160、
161、168页。⑨【挪威】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

中国与世界》，秦雪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0
页。⑩【美】格雷厄姆·艾莉森：《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

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版，第8页。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

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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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ent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wards Becoming a Maritime Power

Jin Bei
Abstract：Since the modern times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path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een shown as from closing
the door to the global economy，and it ha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gence and differenti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maritime power is the inevitable general direction, trend and national destin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a certain sense,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s the ocean means progress and modernity，deviation from the
ocean means backwardness and antiquity. If China cannot become a maritime power, it will be humiliated by maritime powers，
only by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can we have a bright future for modernization. The form and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ve shown the once great inland country, which has taken the wings of industrialization, opened up the marine
stage, and increasingly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a series of basic properties of a marine power: openness, unimpeded, global,
inclusive, and safe.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ve not only broken the global

“center periphery”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polar pattern of world power, but also transforme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emispheres into a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direction，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hared
prosperity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thus manifesting as a comprehensive and unobstructed pattern across
all oceans and continents. The global unipolar maritime power pattern is evolving towards a multipolar land sea pattern.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conduct for maritime powers in the 21st century can no longer be a replica of the global maritime order of
previous centuries. The“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emphasized by incumbent maritime powers will evolve into a more
adaptable form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The new thinking of the new era must go beyond the promise of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economic paradigm: shifting from the homogenized world obsession of the“micro”world of economics to recognizing
that the real economy is a heterogeneous and compatible domain view world. This can lay the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paradigm commitment of a maritime power that embraces all rivers and oceans. The strong vitality of the market
economy rules and order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a homogeneous and self interested one-way street, but a heterogeneous and
compatible domain view community. The ocean is vast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many maritime powers. Civilized humans should have such a broad mind and empathy.
Key Words：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Maritime Power；Domain View Economy；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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