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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

林   槟1   董敬畏2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1.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自提出以来，热度居高不下，迅速成为学界广泛关注和聚焦的热

点，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为进一步加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研究，有必要对现有研究进

行系统梳理。通过对既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学界围绕这一主题主要

从概念界定、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理论价值几个方面构建基本研究范式。在初步界定概念

内涵的基础上，首先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五个文明”“共同富裕”总结为

其科学内涵；其次将生成逻辑分解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最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进行阐释。在系统的研究范式下，有关研究取得一定共识和成果，夯实

了未来研究的理论基础。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以

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方法和人权等研究，学界皆有所涉及。虽然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研究主题意蕴广泛和相关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仍然显得学术性不足、整体性研究有待加强以及学科视角有待

拓展等，未来研究应在加强学术性研究的基础上，完善研究框架，突破学科研究界限，从而不

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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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

素质”，[1](P97)“文明的一切进步”就是“社会生

产力的一切增长”。[2](P267)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华民族进行现代化探索，取得一系列彪

炳史册的历史性成就。在“东升西降”的世界

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有必要从文明的高度对已

有成就进行总结，时代呼吁新的文明。人类文

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对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之后提出的重大理念。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



深圳社会科学 2023年第6卷·6·

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党的

二十大报告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人类文明新

形态理念的提出昭示着中国共产党成功破解了

“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单一现代化路径的难

题，从文明的高度总结自身经验并促进世界文明

的多元化发展。

这一重大理念自提出以来，相关理论研究

在学界获得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呈现急速上升

的趋势。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例，收录与“人类

文明新形态”相关学术论文总数达到320篇（截

至2022年12月），其中2021年107篇。纵览既有

研究，学界从概念界定出发，对其科学内涵展开

研究，将其理论来源，历史脉络以及实践背景

作为生成逻辑，进而阐释其内在与外在理论价

值。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同提出，同时在价值内核上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

态和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

究关注密切。本文根据现有文献，拟从概念界

定、科学内涵、生成逻辑、理论价值、人类文明

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其他

研究七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能描绘出既有研

究现状，得出研究的缺陷并找出未来的学术拓

展点、创新点和生长点，为后续的知识再生产提

供绵薄力量。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界定
和科学内涵

所谓概念，指的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

思维形态，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理论是

有机的知识系统，其中蕴含着多个具有密切联

系的相关概念和不同命题，明晰概念的内涵是

进行理论研究根本前提。

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进行了初步

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结出的文

明之果”。[5]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领

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的

文明成果。[6]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成果，是党领导人民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的诸多成

就与文明层面的集中展示，是我国物质、精神、

政治、社会、生态文明成果的集中统一体，彰显

了中国智慧、中国风格。”[7](P13)有学者认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与

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新关系的形态，是社会

主义的新文明形态，也是整个人类的新文明形

态。[8](P10)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扬弃

传统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9](P73)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

理论创新等十个方面的经验。党的二十大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作了系统阐释。在此基

础上，学界的不同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科学内涵各自展开了论述。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度

先进的政党是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

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

代政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集中而鲜明地体

现在其是否可以领导人类文明形态的开创和发

展上。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学

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在党的领导为创

造新的文明形态提供思想引领、指定文明路向

和凝聚蓬勃力量。[10]有学者通过历史-世界二分

法将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政党概括

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和先进性-领导型政党，

前者存在的意义是为维护旧的腐朽资本主义文

明，后者则是为创造新的文明而生，因此，中国

共产党既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亦是其重要

内涵之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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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民为中心”维度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人类文明的真正动力。人

类各种形态的文明成果都是由千千万万劳动大

众创造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中国人民是现代化的

建设者，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者。有学

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封建文明和资本

主义文明，凸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

求，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着眼于人的发

展和进步的文明。[12]有学者从功能视角出发，指

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

泉，以人民为中心可以调动人民在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以人民为中

心必然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之一。[5]

（三）“五个文明”维度

“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

命，而且都相互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

长过程中的文明的特点之一”。[13](P463)作为文明

有机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经过从“两个文明”[14]

到“五个文明”[15]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的整体结构。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

明新形态最鲜明的内涵。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

新形态具有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两个方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构成其国内发展的

方面。[16]有学者认为，“五位一体”是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主要领域和基本机制的一部分，为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基固本。[17]

（四）“共同富裕”维度

自从产生私有制之后，消除两极分化、实

现共同富裕便成为千古难题。资本主义文明依

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的价值积累了财富，

企图通过高福利解决贫富差距，但却遭失败。

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在创造新的

文明形态的道路上追求共同富裕。因此，学界

认为共同富裕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

涵。有学者强调以往的人类文明是阶级对立的

基础上不断发展，共同富裕理念改变了依靠阶

级压迫和对抗取得现代化的方式，鲜明地区别

了以往的文明形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就是共同富裕建设的阶段性成果。[18]有学

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

义，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追求共同富裕，因此人

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文明。[19]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

系统整体论认为，系统的基础是要素的分

类和结合，但构成整体的各要素和部分之间不

是简单的罗列堆砌或是机械相加，而是有机地

结合，即在单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下的结合。生

成论则更加重视系统要素何以产生，无生成也

就无要素，更不用谈系统。人类文明新形态作

为系统的理论，既有系统也有生成，其生成本身

构成了一个系统。

（一）理论逻辑

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生成都有其理论前

提。学界从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理

论出发，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有

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明

理论的实践转化和现实展示，是对其他各国文

明形态理论的扬弃，但是这种扬弃和发展都是

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之上的，而不是“拿来主

义”。[20]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中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并在这“两

大发现”中描绘了未来社会图景，马克思主义中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构

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21]有学者从

“源”与“流”的关系强调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源头理论，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融合

性和共进性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鲜明底色。[22]

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相较于过往的文明

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有推动人类历史发

展进步的一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后发国家

创造的文明，天然地具有辩证吸收资本主义文

明理论的优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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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逻辑

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不是横空出世的“飞来

峰”，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要全面把握科学理

论的生成逻辑，其历史逻辑必不可少。学界普

遍从中国共产党、当今世界和文明发展出发构

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有学者从组织

化视角，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进行百

年的现代化探索，将零星分散的人民群众转化

为有组织和有战斗力的集体，这一历史过程构筑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24]有学者指出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历时性考察和共时性对比

中提炼出的概念，其所凝练的历史经验、所解

决的现实课题和提供的时代之问答案构成了自

身的历史逻辑。[25]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是向着

现代化方向演进的，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普遍

性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历史逻辑。[26]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生产

力变革引起的文明形态的向上跃迁是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历史逻辑。[27]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自身经历了“两手抓”“三位一

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演变过程，这一

过程构成了其历史逻辑。[7](P30-34)

（三）实践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科学原创理论具有其

运行脉络和价值遵循，对实践逻辑的深入研究

是把握理论内涵的关键。学界普遍认为，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是其实践逻辑。有学者强

调当今世界进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

创造新形态文明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全球复杂多

变的文明冲突和融合，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

产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背景。[28]有学者指

出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源头，

但后者并非传统文化的复制品，通过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和转化最

终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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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其实

践背景。[29]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载体，彰显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本质特征，是其重要的

实践基础。[30]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整体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上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构成其实践逻

辑。[31]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价值

作为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各部分内涵紧密相连、相互影

响，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根植于中国大地，同时又

面向世界，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当

前，学界主要从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

进行解释。

（一）内在价值

所 谓内在价值，就是人 类文明新 形态对

于自身的价值。学界主要观点包括赓续中华文

明、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以及构筑起

中国式话语体系。首先，中华文明曾达到过世界

文明的高峰，但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遇到现

代化转型的危机，古老的文明在找寻通往未来

之路的过程中落伍下来，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提出标志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赓续。有学

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

代化，是在“不隔断历史”中得以生成，因此，

将中华文明进行现代化转型是其重要内在价

值。[32]其次，学界还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

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学者

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于世界历史阶段，继

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参与并促进

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推动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

的发展。[33]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于具

有无产阶级性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因此具有了引

领世界历史的发展的意义。[34]最后，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提出有助于构筑中国式话语体系。有

学者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完成了文明发展史

的“术语变革”，颠覆了资本主义的话 语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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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集中体现了其意识形态价值。[35]有学者指

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有效反驳反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调，有助于塑造国家良好形

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话语动力。[36]

（二）外在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外在价值指的是在文明

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学界主要从发展中国家、

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三个视角展开。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37]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成功创造，有力地破解了西方现代化

的唯一性，为消解西方现代化的异化提供可行

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参考。[38]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了科学社会主

义旗帜，提 振社会主义国家 对共产主义的信

心。有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

主义事业遭遇重创的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提出改变了处于低谷的社会主义事业。[39]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的多样

性作出巨大贡献。有学者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不同于资本逻辑的现代化

道路，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为基础的，同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

入新的动力以及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40]

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有别于以

“西方中心论”构建的资本主义文明追求现代

化的路径和方式。[41]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
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是与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一同提出的[3]，因此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结合。理论界有

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内涵说”，即认为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包括了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有学者认为社会革命的延展和中国式现

代化的内在超越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

规定，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视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内在规定。[42]第二种观点是“创造说”，即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

态。有学者 认为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从 工业

化、“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

一探索过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之路。[43]

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基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阶段性成果”。[44]

此 外，学 界 第三 种观 点 还 有“ 辩 证 统一

说”，即二者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有学者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但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塑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逻辑，而文明的逻辑

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指向。[45]有学者

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上探索出不同于以往工业文明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新的文明形态也规范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和进步。[46](P11)有学者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只是二者是在不

同视野下的表述，二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说是同一个过程。[8](P11)有学者指出，“人类文

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两个范畴在

内容上相互贯通，是一致的，二者皆生成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47]还有学者从中国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出发，认为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联系，二者

皆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之下，是

马克思主义新飞跃成果的体现。[48]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新形

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本质特征。这为“辩

论统一说”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和科学依据。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民族史转变为世界

史，在世界史中生成的文明必然要与同时存在

的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学者们大都从一方出发，考察对于构建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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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和意义。

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

“理念”转向“实存”的客观条件，进而在世界

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人

类文明新形态再到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基本定

向。[49]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具有内在关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走

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人类命

运共同体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 有理论和实

践的原创性贡献以及方法论启示。[50]有学者认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

供了理论依据、时代依据和实践依据。[51]有学

者从哲学视角出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了文明的三大变革，分别是文明对抗转向交流、

拓展现代化路径、单极价值走向多元。[52]有学者

从共同价值出发探讨二者关系，认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雏形，具体表现在

文化价值、文明范式和文明秩序上。[53]

六、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
其他研究

人 类文明新 形态 本身意蕴 广泛、内涵丰

富，学界在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理论价值之

外，通过新的文明视角对其他方面展开了学术

研究。

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经

典原著的研究。有学者强调资本论在批判资本

主义社会中完成了世界观的革命和社会生产方

式的变革，最终目的是创建一种人类文明的社

会新形态。[54]有学者指出《共产党宣言》是在

批判资产主义社会现代文明中找到了共产主义

文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宣言》的指

引下通过“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来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55]对于人类文明新形

态视域下方法论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系统观念

是科学认识文明的工具，通过系统方法看人类

文明新形态，发现其具有整体性、共同体性、和

谐性和共进性的特点。[56]有学者指出，文明演

进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前进和后退交织

的复杂过程，因此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要

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57]对于人类文明新

形态视域下人权理念研究，有学者指出在“西

方中心主义”在其内生逻辑之下人权的理念缺

乏包容性从而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的

抬头，在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推出的背景之下，赋予了中国人权观以人民为

中心、平等和包容、对话和协商、人权平等的内

涵。[58]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有学者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全过程的

“全”以区别西方民主的单过程民主，进而创造

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这属于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一部分。[59]

七、国内研究现状评析及未来
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

态研究的关注热度不断高涨，取得的学术成果

逐渐丰富，为后续的研究夯实了坚实基础。但囿

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意蕴广泛以及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的客观因素，研究还存在亟需加强的方

面，这些薄弱环节包含着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取得的成果

第一，勾勒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的研

究范式。学者在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初步

构建了相关的研究范式。整体范式以概念作为

起点，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从理

论基础、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探讨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生成逻辑，并对理论价值展开论述。在

此研究范式之下，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

究呈现出整体性、规范性特征，后续的相关研

究亦可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

第二，在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范式之

下，取得一定共识与成果。如对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科学内涵，现有研究普遍将“五个文明”、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解释为其内涵；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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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新形态实践逻辑的研究，学界主要认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

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是其实践逻辑。

第三，以整体性研究范式为基点，不断拓

展延伸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在概念、内涵、

生成逻辑、理论价值之外，学界重点关注了中国

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以及人类

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此外，

学者们还将 研究领域扩展至经典原著、方法

论、人权等研究。

（二）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一

定成果，但理论研究永远不是一劳永逸的。从

对目前国内学界现状的描绘中也能发现存在的

不足和发展空间。

第一，夯实学术理论研究，丰富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内涵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

“政治”属性明显强于“学术”属性，尤其在科

学内涵的研究中，学界主要从“政治”概念出

发，通过多个政治概念构建其内涵体系，缺乏

从学理层面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政治

概念与学术概念的混淆会对后续的研究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西方“文明”一词最早源自拉丁语

“civilis”，最初的含义也并非“文明”而是“公

民的”，后经历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还

有资本主义扩张，文明一词的指代从物质到精

神，逐渐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掠夺的意识形

态工具，具有了“普世”的性质。到二战之后，

西方“文明”一词被多元文化冲击，从而拥有了

更加广泛的外延。因此，未来对于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内涵，可以从其词源出发，以西方“文

明”一词演变为基础，同时继承马克思主义文明

理论，构建其丰富意涵。

第二，完善研究范式，推动人类文明新形

态整体性研究走向深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

基本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学界

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

有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出发，对人

类文明新形态展开研究。[60-61]但目前依旧缺乏

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放置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

视域中的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整体范

式已经初步建立，从生成逻辑，到理论内涵和

价值。但研究范式依旧还有拓展空间。一是继

续细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除了理论价值之

外，还可以拓展其实践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对

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以及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亟需学界作出回

答。二是需要拓展出“实践路径”“制度体系”

等内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必须将理论与

实践的原则贯彻到底，如何实现人类文明新形

态以及实现的经验总结，需要学界引起关注。

三是加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其他

本质要求关系的研究，同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本质要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共同特征的关系亦是现有研究薄弱之处。

第三，突破学科研究界限，将人类文明新

形态放置更广视域下进行研究。目前学界多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政 治学的视角出发展开研

究，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依旧还有待加强，如与社

会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进

行结合，从而形成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态势。一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视角，以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文化理论、社

会形态理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如何

与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如

何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哲学、政治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哲学角度的研究

是从共同价值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和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二是经济学的视

角，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代表着其具有相应

的物质支撑，否则只会是虚无缥缈的概念。我

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支撑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内在逻辑还有待研究。三是传播学的视

角，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增强“四个自信”和构建

中国式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从传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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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法、逻辑等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其传播机

理与机制还有待研究。尤其需要阐明从人类文

明新形态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转换，这些

理论成果都可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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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
LIN Bin & DONG Jingwei

Abstract: Since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as put forward, the 
popularity has remained high, and it has quickly become a hot spot of widespread concern and focu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rough the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 mainly constructs a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around this 
theme from the concept definition, scientific connot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theoretical value. On the basis 
of initially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firstl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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