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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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以

先秦“物质元素与精神元素”的激烈辩驳、近代以来“物质优先与精神优先”的救国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关

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科学理论为思想材料，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协

同推进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逐步探索生发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治国方略。无论客观条件发

生何种变化，“高水平”“螺旋式”“赋能型”始终作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贯穿其中。立足现

实，当前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面对数字化转型的革新任务，亟待形

成新的理论总结等诸多时代挑战。展望未来，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应

当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深化人文经济研究等多方面入手，不断开创“两个文明”协
调发展的新篇章。

关键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24)04-0003-15 

一、  引　言

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

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
这是“精神文明”首次作为完整、独立的概念单元出现，并与

“物质文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文明”范畴。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不断

深化对二者辩证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②
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特色

之一。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部署。全会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③
，并将“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④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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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主攻方向。

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内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理、机制和路径进行

研究阐发，形成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戴木才认为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的

完整内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崇高使命，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激发人民精神力量。
①

张晚林和蔡佳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哲学视角出发，认为儒家文明

中的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和天下主义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价值维度，并以此造就“两个文

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②

孙明增从内在逻辑、价值蕴涵和实践指向等角度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进行理论界定，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源于科学社会主

义 理 论 的 先 进 本 质 ， 是 实 现 强 国 建 设 、 民 族 复 兴 、 人 民 幸 福 、 世 界 大 同 目 标 的 必 由 之 路 。
③

郝立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多维度的社会发展进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目标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④

李辉和韦莉莉将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

性思维方式，并且提出“两个文明”是以文化人的两大文化形态，二者的协调发展根本就是促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⑤

田书为提出在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引领

力和高度发达的精神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精神要求，并对“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积极

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两个文明”相协调有助于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及实现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深度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提供思想保障和价值引领。
⑥

王淑芹对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进行了研究发掘，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全面进步发

展观纳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范畴。
⑦

徐秦法和刘星亮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

系为视角，阐明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以推进全面发展和社会统筹协调，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提供精神引导和力量支撑，凝聚发展共识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⑧

史巍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相协调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诉求，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物质主义

立场及其造成的精神世界虚无状况。
⑨

总体上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特别是沿着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定和实践遵循的思路对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意涵进行了广泛论证，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两个文明”协调发

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

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进行生成式追问和历史实践论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理论增长空间。因

此，本文首先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根源诉诸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发

掘其中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哲学思辨，探究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过程

中的理论超越与革新；其次对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深化对“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客观认识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和考察，揭示当前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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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再次基于历史实践经验，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在关系

的角度提炼“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并以此驳斥当前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偏误，实现认

识上的端本澄源；最后分析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挑战，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向，并展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价

值和应用前景。

二、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基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思想理论根源。客观地说，中华传统文

化长久以来并没有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形成稳定一致的结论，甚至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将二者视作相互对立的价值主体，以至于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于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也

同样展现出明显的坼裂。直至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社会，长期难以讲清道明的“物质”和“精神”

的关系问题迎刃而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和“精神”走向统一。

（一）传统文化：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的价值分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物质”和“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元素，

并不是天然就协调统一的。相反，往圣先哲围绕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了旷

日持久的辩驳，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加以不同解释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志趣。

儒家和墨家围绕“礼与食孰重”（《孟子 ·告子下》）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儒家认

为，春秋时代之所以出现“礼乐崩坏”的乱象，表面上是由于君臣、父子等传统伦理纲常关系遭

到破坏，其本质则是因为个人私欲无以为限地膨胀。因此，要维持社会和谐和政局稳定就必须

注重精神要素的培养，做到“克己复礼”，重建“礼乐制度”。墨家则认为，“周礼”存在和运行使得

社会中出现了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消耗了大量物质要素，要想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必

须瓦解礼乐制度，实现人人参加劳动，人人分享物质成果。对于墨家这种物质要素重于精神要

素的思想观点，荀子曾尖锐地批判为“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具体到人类个体

如何处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墨家和道家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其中，墨家学派

主张将物质要素维持在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程度即可，极力倡导严酷自律、极端刻苦的苦行僧

式的个人生活，要求墨家门徒“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

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庄子则认为墨家学说是人类本性的退化，虽说人

类存活于世必须遵循“有生必先无离形”的自然规律，但是“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庄

子·达生》）要想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就坚决不能“丧己于物”（《庄子·缮性》），要更多关注精神层

次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肇始于先秦时代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孰轻孰重的讨论，贯穿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演

进历程，往圣先哲将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视为独立的价值主体，提出了符合各自世界观的思想

答案，积累遗存了大量思想文化材料。具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既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又包含“饱暖思淫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既认为“家贫出孝子”“士穷乃见节

义”，又警示“小人穷斯滥”“饥寒起盗心”。虽然绵亘千年的探讨未曾有过明确的答案，但关于

“物质”和“精神”的相关范畴已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注脚。这些流传于中

华经典名篇的言词语汇成为数千年来引导中华民族领会“物质”和“精神”及其关系的重要理论

参考，并且客观上为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宝贵

的思想材料。

第 4 期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探赜 5



（二）救国方案：物质优先与精神优先的次第迭现

18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而出现，用

以表达“从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向‘社团’型现代社会过渡所带来的急剧（有时是创伤式）变化”①

之意。在彼时的中国，儒家学说因其倡导的“三纲五常”之言依然高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

规律，继续作为“庙堂之学”主导着中华传统文化演进历程。固步自封的中国与正在经历现代化

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发趋于不对称。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

冲击下，封建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附庸，被迫卷入世界现

代化进程。当居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人真正领略到西方列强伴随现代化进程发展起来的“近世文

明之利器”②
之时，原生的恐惧和不安逐渐转变为信任和崇拜。他们认为只要像西方列强一样拥

有并掌握这些“利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少”③
，万世太平的局面一

定会回来。然而，单纯从器物层面展开的现代化追求并没有让近代中国走向兴国安邦，在西方

列强的持续侵略中，我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内忧外患。于是，一批仁人志士逐渐意识到“世界的

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④
，要想实现救国于水火，解民

于倒悬，就必须全面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谋求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但是，传承千年

的封建礼教早已占满整个封建中国的社会意识，异于中华传统的西方思想文化一时难以找到

足够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形下，近代爱国先驱意识到唯有“大破大立”，才可能将国民思想从

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转型。因此，他们一边高呼“打倒孔家

店”，与中国封建文化做全面决裂，一边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在封建思想与殖民统治的

夹缝中艰难开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空间。

纵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为探寻

抵御西方列强的救国方案做了多种尝试。无论哪种方案，都始终没有脱离“物质与精神”关系的

探讨。例如，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派看到了“先进物质与落后物

质”之间的差距；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一派看到了“先进精神与

落后精神”之间的差距，进而在面临“先进物质和先进精神”何者应该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优先

选择时，两派形成了不同的救国方案。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任何“物质”与“精神”二元对

立的救国方案都无法帮助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革命实践亟需新的理论指导。

（三）科学理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辩证统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进，西方世界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认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

期间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对货币的贪婪崇拜致使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间隙越拉越大，力量对

比越发悬殊，直至物质世界完全成为压倒精神世界的存在。针对这种情形，马克思曾在《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地指出：“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

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⑤
，乔治·齐美尔也将其评价为“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

一个问题：‘值多少钱’？”⑥
凡此种种，皆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拜物主义的典型表现，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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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是几乎所有人都沉浸于物欲横流的沃野中，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

以拿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①
，最终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陷

入无尽的“赤贫”。因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

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②

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然认识到人们不应因沉沦于物质世界而将精神世界视若虚无，唯

有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二者共同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内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精神生

产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

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

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③
第二，物质世界是基础，对精神世界发

挥着制约和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⑤
，这鲜明指出了物质世界具有基

础性、决定性作用，可以为精神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第三，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

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具有反作用。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

的信中提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

方式起作用”⑥
或“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

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⑦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在文本中明确提出“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不可否

认的是他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活动入手，深入考察了作为社

会历史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深刻批判中开创性地阐明了

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此“物质”与“精神”不再是绝对独立的价值主体，“物质富裕”与

“精神进步”也不再面临二元对立的发展博弈，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物质富裕”和“精神进步”谋划了一个“文明时代”的光明图景。他们

认为，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应当是物质丰饶、精神丰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自由人联合体”，

每个人都能使自身的能力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

三、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生成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

思主义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通过与反马克思主

义者展开激烈论战，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领大批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

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中国革命、

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前期探索：革命的文化运动与实践运动同等重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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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武装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领导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方面，我

们党坚持通过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着力为革命事业提供给养保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广

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在解放区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到1948年秋，在老解放

区和半老解放区，已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①
，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基本

被废除，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同时，毛泽东强调：

“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②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党积极引导广大农

民“开展合作互助，发展农业技术，选配优良品种，兴办农业水利”③
，在解放区基本实现了粮食

和其他日用品的自给。此外，我们党面对持续的经济封锁，积极推进贸易流通，即“大力发展‘红

区’的集市贸易和商品流通，发展同‘白区’的经济贸易，推动各类合作社经济和工商手工业发

展”④
，逐步形成“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另一方面，我们党积极推

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普及，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以精神文化建设凝聚革命力

量。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已经开始意识到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储备不足是难以应对纷繁复杂

的政治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党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出版作为《宣传工作决议

案》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建立书店、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和传播。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积极团结知识分子，在延安组建文艺社团、开办文艺期刊，有组

织、有计划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并通过开设干部学校和地区小学推进边区教育发

展，为凝聚革命力量和扫除愚昧奠定坚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围绕开展“三查”“三整”⑤
、

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和破解“历史周期率”等一系列创新做法持续加强党内精神文化建设，着

力改进工作作风，为全面执政做了较为充分的精神准备。

（二）酝酿萌芽：经济恢复与扫除愚昧同步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全方位的

严峻考验。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农业生产环境极为恶劣，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低于1936年的水

平；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水平整体低下，行业间、地区间的工业结构分布极不均

衡；通货膨胀现象严重，物价波动剧烈，非法经营的投机资本活跃，国内财政金融秩序混乱不

堪；国民人均收入极低，失业人口激增，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温饱线以下。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

状况，党中央果断施策，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巩固新生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寻求苏联经

济援助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方式汇集了宝贵的生产资料，为后续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做了资金准备；通过严厉打击肆意炒卖银圆外币、蓄意抵制人民币进入市场的投机资本家，

在规定时间内收兑、肃清人民群众持有的金圆券、银圆券，严格查封地下钱庄，扩大国有经济

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规模等手段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稳定社会物价，理顺社会生

产关系。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稳中有升，新中国成

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此后，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向社会主

义社会迈进，提出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

年计划。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代表形式的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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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我国经济成分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面

对新中国成立初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封建文化残余势力尚存、教育文化事业惨淡的现

实状况，毛泽东强调，要“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

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①
同时，毛泽东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

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
具体到实践

层面，我们党在精神文化领域坚持“破旧”与“立新”并举，一方面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运

动”和“移风易俗运动”，降低人民群众文盲率，破除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并通过批判《武训

传》等典型文艺作品，逐步破除文化艺术界的旧思想、旧观念，进而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遗留的反动腐朽的思想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在全社会持续深

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集中编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著作，出资兴办各级学校，初步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文化方针政策，出品《茶馆》《梁祝》等一系列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在全社会营

造起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的良好风气。

（三）系统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连续写入党代会报告

1979年10月，邓小平正式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正式纳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二者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

刻阐述：“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

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③
，并在此基础

上明确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

败”④
。党的十二大将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高度”，充分

反映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三大

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段性成绩进行了总结，提出“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

出版、卫生、体育事业欣欣向荣。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⑤
。党的十四大将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宏大框架，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
这意味着我们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五大基本延续了十四大的论述，再次强调“只有经济、政

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⑦

党的十六大将“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连同“政治文明”，构建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文明”范畴，并要求“不

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⑧
党

的十七大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做了具体化、细致化的安排部署，提出“切

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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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①
党的十八大将“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作

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助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②

综上可以看出（参见表1），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历

届党代会报告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意蕴、战略构想、具体举措等多个角度做

出了系统谋划和周密部署，其内容贯通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等诸多方面，为全面深化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表 1    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关于“两个文明”的相关论述

年份 党代会 相关要点

1982 十二大
人民……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7 十三大
十二大以来，党中央……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和开放，加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

1992 十四大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
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7 十五大
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是……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

2002 十六大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7 十七大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

2012 十八大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

2017 十九大
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推动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2022 二十大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注：作者根据历届党代会报告整理。
 

（四）全面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推进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

进”③
。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新时代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命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深邃的新论断，推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实践，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其一，理

论阐释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宝

贵经验，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④

并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⑤
这

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

出新要求，作出新指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⑥
，并在2022年赴辽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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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期间完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①
的重大论断。同年，

这一论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意味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应有之义、必答之题。其

二，实践探索持续深化。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的战略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打响脱

贫攻坚战，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重要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全面提升人民收入水

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助力国家和人民在“物质上强大起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深度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倡导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创新开展“四史”学习教

育，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人民群众“精神上强大起来”。其三，成就经验不断积聚。经过十余年的不

懈奋斗，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实

现历史性跃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

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意识形态领域

发生根本性转变，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

事业日益繁荣，人民文化自信显著提升。

四、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

（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高水平”的协调

“协调”是指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之间达成和谐统一，形成稳定而有序的整体。

具体到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语境中，“协调”一词仍然用以指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之间形成的一种无限接近平衡的理想状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较低水平的物

质文明与较低水平的精神文明之间同样达成了某一程度上的“协调”，并且这种“协调”能够作

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状态持续存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低水平”的协调绝不是我们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质言之，我们大力倡导的“两个文明”协调

发展理应是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先进性的“高水平”协调发展，其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含义：一

方面，整个社会生活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程度趋于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水平”。按照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活动中，总要受到一定

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

育程度。因此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域内，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最优层次的协调发

展的首要前提是不断创造和积累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努力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

当前历史阶段的最高峰，形成高水平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精神文明交相呼应的社会文明格局。另

一方面，坚持不懈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向“更高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

文明”②
。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要积极顺应时代在演进、历史在向前、条件

在变化的客观规律，坚持发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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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聚焦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丰富”，并在此基

础上坚持不懈、勇攀高峰，争取早日实现全体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达成全体人类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全面统一发展。

（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螺旋式”的协调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关论述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内在蕴

含着相辅相成、耦合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们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基

础。但在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应当

避免出现两种较为常见的误区：一是避免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物

质引领、亦步亦趋”。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百余年历

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历史任务，我们党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客观上形成了物

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交替领先的演进格局。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转入相

持阶段，边区局势整体稳定，我们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近四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

动，通过学习和讨论的方式主抓党内精神文化生活，纠正党内“左”倾或右倾错误，肃清教条主

义风气，使党内达成空前团结；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社会面貌，我们党将促

进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斗，夯筑兴国强国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前夕，“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极左思潮仍在危害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我们党面向

全社会发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全面思想解放引领伟大社会变革。二是避免将“两

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最终结果机械地理解为“完全一致、齐整如一”。一方面，我们所处的社会环

境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之中，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更迭不息，要想实

现绝对意义上的“协调”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另一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矛盾的双方，

合理限度内的差距会对二者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驱动作用，换言之，当前我们倡导“两个文

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目的并不是彻底消灭差距，而是将二者之间的差距始终限定在一个动态、

平衡、可控的合理区间内，保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有机体。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赋能型”的协调

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本身是一个持续赋能、优势互补的过程，其包含

两方面含义：一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不仅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它需要人

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创新实践为其赋予活力与动力。在实际推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利用教化的力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法治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此确保“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能够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既是社会进步的

要求，更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创造性智慧的赋能过程。只有当每个人都能

积极投身其中，自觉地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滋养、共同发展，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

真正实现持久和谐、富有生机的全面协调进步。另一方面，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克服了单

向度依赖“内在超越”传统必然带来的软弱性，实现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赋能。梁漱溟用广

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重视家族制度、道德气氛特别

重等十四个特征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倾向于向内用力，凡事求诸己，强调内

省，注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无论是自身的修养还是

社稷的安危，最终都归到个人德行的培训上，要“内圣开外王”，即不注重物的开发而转向人的

内省。这种以精神文化为内核的文明营建方式，一定会在世俗化的物质层面表现出某种超越性

的特征。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的超越性符号的构建，又必然会由于其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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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虚而沦为空谈。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既呵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坚持崇高

的精神修养和道德追求；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实践力量，克服了单向

度依赖“内在超越”传统必然带来的软弱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共同构成“一体两翼”的和

谐共生新格局。

五、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挑战

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全局性变化，持续

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需要在全面把握其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正视现阶段“两个文明”建设

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面对数字化转型的革新任务、亟须凝练新的理论总结等诸

多发展困厄和挑战。

（一）“两个文明”建设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同

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①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包含促进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两方面内容，这与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具有不谋而同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旨归。但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水平和人民物质富裕程度作

为更易感知和测度的显性表征的影响下，在具体实践中“认为物质文明建设是‘硬劳动’，精神

文明建设是‘软劳动’，重硬轻软的做法”②
仍然存在，致使“两个文明”建设表现出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特征。一方面，综合考量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的物质生活的丰富程度和获取难度，现阶

段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并且结合我国当前国际舞台角逐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国

际经济影响力与国际文化影响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这集中反映了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总

体领先于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从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到

乡村的传统农耕文化，作为整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是丰富多元的，在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乡村、高新行业与低端行业等诸多领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

路、阶段、水平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

（二）“两个文明”建设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历史革新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经济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整体表现为传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稳定性和突发性因素增多。如此时

代境遇下，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数字经济浪潮为促进各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提

供了全新的战略机遇。转观我国，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数字经济建设，持续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和

空间布局，加快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数字经济日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新生动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字经济在对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正向赋能的同时，

也衍生出一系列可能不利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问题。例如，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生

产要素、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样态、以“数字化生存”为特征的新型生活

方式接连出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如何推进数字赋能“两个文明”建设，提高“数字韧性”“数

字活力”的问题；在经济发达程度、互联网发展能级、人民数字化素养具有显著差异的各个地区

之间，面临着如何扩大和释放经济文化领域“数字红利”，防范和治理“数字鸿沟”“数字弱势群

体”的问题；在大力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实践中，面临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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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产品的商业经济属性与社会价值属性的关系的问题。凡此种种，

皆是现阶段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研究的现实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是在数字化时代

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两个文明”建设亟须形成新的理论总结

面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以

协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速度、程度、匹配度等多个方面问题。新时代以来我

国经济文化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其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统揽新时代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

建设的直接理论来源，应当继续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

进一步检验和发展。随着实践走向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必将面对越发复杂和艰险的

发展环境，并且，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对于“协调”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此，为应

对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高质量”协调性要求，我们必须面向未来，从理论指

南的层面探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融合创新路径，外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形成新的理论总结。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

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期望加强对新时代人文经济

学学理化、学科化、体系化的探索，进而为增强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协调性提供理论

遵循，这与面向新征程更好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需求不谋而合。

六、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指向

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贯穿历史、现在和未来的。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

国特色的进一步揄扬，更是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增进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

感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勇担时代使命，矢志不渝地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认识层面的难题，更

是一个实践方略层面的难题，“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我们解决这

一难题提供了宝贵思路。从“两点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既要围绕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谋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系统促进生产力跃升，又要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

类共同价值，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从“重点论”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情况

似乎尚未完全摆脱费孝通的判断：“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新的

物质文明需要有一个新的精神文明、一个新的文化观念、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但是，到现在为

止，这个新的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跟上来，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①
我们要重视现阶段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防范和克服基层工作实践中出现“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硬，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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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切实推动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通过制

定政策方针、强化制度保障、引领社会风尚，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二）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文化产业及其衍生出的数字文化产品分属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不同范畴，并且“一国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则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数字文化

产业新业态可以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直接影响了该国的精神生活富裕状况。”①
因此，数

字文化产业是数字经济时代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的重要产业载体。我们要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制定和出台新形势下推动数字文化产业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数字文化产业

规划，明确发展方向，鼓励各类资源向重点领域的数字文化产业集聚，开展市场主导的、有组

织的投资研发和创新应用；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文化产业建设，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企业和品牌，构建涵盖内容生产、平台运营、终端服务、衍生

产品等多个环节的数字文化产业链条。特别地，有针对性地治理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过程中可能

进一步加剧的“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在不限制发达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和

速度的前提下竭力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让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

惠及更多群体和地区。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形成的良好的东西部

协作模式，巩固和畅通对口帮扶机制，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引导具有鲜明

地区特色的数字文化产业在欠发达地区落地，并通过人力资源帮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

人才交流、支援和培养力度。我们要高度重视对数字文化产业社会价值属性的建构与弘扬，例

如，严厉打击和取缔当前在短视频平台普遍存在的低俗“审丑”现象，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提升数字文化产品的思想性，确保数字文化产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深化人文经济研究，科学把握人文经济发展规律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

系展开过深入的思考，提出“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

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

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②
这段论述阐明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

联，并深刻揭示了“人”居于经济文化建设核心位置的道理。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面对如何评

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两个文明”建设现实状况之间的差异、如何度量“两个

文明”之间的不平衡范围、如何在具体实践中理顺“五大文明”的发展逻辑、如何构建富有中国

特色的‘两个文明’发展模式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我国必须在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

展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深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坚定的研究立场、独到

的研究视角、科学的研究范式、新颖的研究方法，筹谋人民群众、物质生产、精神文化三大要

素，探索新时代人文经济发展规律，为开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七、  结　语

通览世界现代文明的演进，“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发展悖论似乎已经普遍到让人们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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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睹的境地：中国、印度等一众在人类文明史上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国家尚且处于发展中国家阶

段，反观仅有二百余年文化史的年轻的美国却飞速成长为当世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样地，以华

夏文明摇篮而著称的中原地区，曾长期制霸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得来“逐鹿中

原，方可鼎立天下”之誉，然而随着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快速崛起，为中原地区乐道的文化底蕴

也变得相形失色。面对这种发展悖论，西方社会高呼着“回到古希腊”的文化口号一路从文艺复

兴走向现代化，而近代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倡导的文化复古与回归的道路，

试图通过“打倒孔家店”这种确定性的方式弥合传统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价值分野带来的不确

定性。直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发

现了传统文化中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领导人民群众在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

动地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策略转向，逐步探索出一条“两个文

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技术更新加速与文明整体转换滞后相并存，新增长极崛起与传统发

达板块的失落相并存，新财富主体崛起与传统财富主体的失落相并存”①
的世界文明震荡中生

成，它超脱于单一以“物质”或“精神”为对象的客体性现代化研究，始终聚焦于以满足人民群众

物质精神需要为目标的主体性现代化探索，致力于实现人文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融合互动，

高度契合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持续深化新时代人文经

济学研究，加快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是有助于我们克服西方经济学弊漏，促

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衡营建，进而摆脱“人文陷阱”“人文危机”“人文悖论”，实现经济发展

理论和经济社会繁荣局面的时代开新；二是有助于发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批判继

承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说”，将其中的积极元素聚集、融汇于新时代人文经济活动之中，在推

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是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

优化和凝练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话语表达，推动世界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变革，为世界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人文经济发展活力，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An Exploration of the Thought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 Civilizations”

Lyu Xiaoning1,  Cao Dongbo1,2

(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it

clear  tha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wo

civilizations”)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d  not  formed  a  stable  and  consistent  conclu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or  a  long  time,  and  even  regarded  the  two  as

opposing value subjects. To the extent that in modern tim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had also shown obvious cracks. Until Marxism ente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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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ociety,  the  long-standing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 that

had been difficult to explain was easily resolved, and “material” and “spiri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re  moving  towards  unity.  The  Party  adheres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t has always coordinated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 civilizations”.  No matter what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chang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  civilizations” has  always  pursued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richness  of  the  entire  social  life  to  the “highest  level”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unremittingly  promoted  the  comprehensive  enrichment  of

thing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to  a “higher  level”.  Thus, “two

civilizations” show  a  trend  of  alternating  guidance  and  spiral  rise  in  a  dynamic  and  balanced

fluctuation range, and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y form a new patter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one body, two wings”. Based on the reality, the current promot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fac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wit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two-point theory” and “key-point theory” of

overall  development;  we  should  develop  the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and  we  should  deepen  research  on  humanistic

economy,  continuously  creat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materi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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