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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相关学术专著的出版、期刊论文的发表以

及学术研讨会的举办不断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认识。学者们主要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现代

化思想的形成基础、主要议题、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研究逐渐深

化、研究视野日益丰富、研究方法逐步优化等特点，未来可以从加强整体性研究、拓宽研究视野、深化

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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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Marx and Engels’ modernization of thought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monographs, journal articl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cademic conferences 
have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thought.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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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ational basis, main issues, and value significance of Marx and Engels’ modernization thought.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China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eepening research, broadening per-
spectives, and optimizing methods.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enhancing overall research, broaden-
ing perspectives, and refining methods to further advance the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moderniza-
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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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理解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深入总结国内学界关于马克

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成果，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推进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2.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总体研究情况概览 

近年来，学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

势，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表明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持续关注。一方面，

陈国新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马超的《现代性的历史与逻

辑：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郭强的《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徐奉臻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源》(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等著作在农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具体领域对马克思恩格斯现

代化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张晓庆的《理解晚年马克思》(中央编译出

版社 2023 年版)、杜晓霞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研究》(九州出版社 2023 年版)、李宏民的《马克

思主义 100 个关键词》(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等著作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阐释，特别是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时，都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

思想作为重要理论基础。 
第二，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的重视程度从期刊论文数量上得到充分体现。通过

对中国知网(CNKI)等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发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论文呈现稳步增长态

势，特别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入推进，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加，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内容

更加深入。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学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举办

了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由南

京财经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理论”等多场高水平学术研讨会，为深化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

思想研究搭建了重要平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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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现状分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根植于特定的理论传统和历史条

件之中。 
1.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第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国内学界

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是在批判性地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和空想社会主义

的理想价值追求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理论综合而形成的科学体系。肖芳和李安增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

典文本剖析层面切入，指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走社会主义大农业之路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古典

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继承[1]。王丰与邹学荣将视野拓展到历史维度，明确

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演进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来源”[2]。在此基础上，王丰

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理论形成过程认识，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探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并在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创新理论[3]。贺敬垒则将这一理论创新置于更宏大的时代语境中考

察，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回应，也是

为“国际工人运动寻求现代化新出路”的实践探索[4]。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国内学界普遍认

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论分析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规律，为

其现代化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刘日明指出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

态可能性的生成立场上”开展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种方法论使马克思能够科学地揭示现代化的历

史本质和发展趋势([5]: p. 6)。汪曙光认为马克思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西欧各国的现代

化进程，揭示了“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及实现的基本路径、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性、现代化的根本目

的、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现代化的整体性”([6]: p. 54)。 
2.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性分析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现实基础。国内学者普遍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全面批判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批判既肯定了资

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的历史作用，又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和局限性，从而为超越资

本主义、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杨金洲强调马克思“一方面肯

定了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及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是这种辩证的批判方法使马克思能够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

性的同时，深刻揭示其内在矛盾，为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7]。张娜指出马克

思在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扬弃中，获得了“以资本与理性主义双重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立场”。

[8]臧峰宇认为“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他在肯定现代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同时，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现实化体现为资本无限增殖和膨胀的过程”([9]: p. 39)。刘日

明指出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种多维度的

批判为构建新的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5]: p. 5)。漆思和梁文巧强调马克思在肯定资本文明面的同时，“对

资本逻辑实体形态、关系形态以及文明形态的非正义展开了深刻批判”[10]。 
第二，德国的特殊国情和后发现代化困境激发了马克思早期的现代化思考。国内学界认为德国的特

殊历史处境促使马克思深入思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杨增岽和修政指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并将其概括为两大核心议题：“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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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这一问题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早期探索

现代化思想的开端”[11]。李嘉谊从《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出发，强调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社会现实的

具体分析，认为德国具有走后一条道路的理论可能”。这里的“后一条道路”指的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

现代化道路，体现了马克思对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理论探索[12]。袁蓓则从思想史的宏观视角，将马克

思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回应置于市民社会思想谱系中考察，认为这一理论视界“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了视野参照和路径启示”，揭示了马克思早期现代化思考的当代价值[13]。 
第三，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宏观历史背景。国内学界普

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是在人类历史从相互隔绝的民族历史向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宏

大背景下形成的，为分析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共性与特殊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李岫指出“世界历史

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研究

欧洲工业革命，发现“工业革命引起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世界各

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经济和社会从此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进入了

‘世界历史’共同体状态”[14]。顾海良从历史演进角度追溯了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他指出“马克思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提出的‘世界历史’命题，在 19 世纪 70 年代‘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中得到重要补

充”，展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15]。汪信砚和陈思齐通过分析《共产党宣言》时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考察了“世界历史展开中的社会空间，即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塑造的社会空间”，揭

示了世界历史转变的空间特征[16]。 
(二)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的主要议题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理论界的重要学术领域。学者们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未来社会构想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围绕现代化本质、路径与目标三个核

心维度的研究格局。 
1. 现代化的本质 
第一，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本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

思想始终将人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本质，为探索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丁

洁从现代化的本质维度切入，明确指出“马克思设想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需要实现物质层

面、制度层面、意识层面等的转型，揭示了人的现代化的多维度特征([17]: p. 11)。王国坛和侯明辰进一步

深化了对人的本质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他们指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确立为全面性和自由性的统一”，

并强调“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18]。刘方平从价值目标角度阐释，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现代化“是

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人的发展确立为现代化的终极追求[19]。王传玲从理论视域角度强调，

马克思追求的是“一个理性、自由、解放、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目标”，这一目标集中体现

了人的现代化的理想状态[20]。刘方平则从当代实践角度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实

现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守正创新”，强调了这一核心思想的当代价值[21]。 
第二，现代化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作为理解现代化的核心框架，为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工具。饶静安、贺立龙和孙晓凤认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强调现代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22]: p. 12)。周璐和刘日明认为“在马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产力和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明确了生产力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23]。杨与时强调“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在实现更高水平统一的基础上，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型互动模式([24]: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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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代化是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变革和历史性进程。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现代化理

解为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变革和历史性进程，将现代化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考察，揭示了

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丁洁指出，“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需要实现物质层面、制度层

面、意识层面等转型”，揭示了现代化变革的整体性特征([17]: p. 10)。饶静安、贺立龙和孙晓凤指出“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现代化是动态的概念，其产生具有历史前提，其发展具有阶段性”，强调了现代化

作为历史过程的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22]: p. 12)。汪曙光认为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包括“各国走向现代

化的必然性及实现的基本路径、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性、现代化的根本目的、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现代

化的整体性”，全面展现了现代化的历史规律性([6]: p. 54)。臧峰宇指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体现了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品质”([9]: p. 39)。 
2. 现代化的路径 
第一，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论证了社

会主义是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道路不仅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

更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韩升与李斌指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以资本

批判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生基础、基本特性、全面危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

理学”诊断，并构想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24]。刘日明认为，马克思从现代形而

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

和来历，把握到了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社会现实([5]: p. 5)。漆思与梁文巧强调，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马克思正义思想指引下实现社会正义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能够超越资本主义以资

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0]: p. 17)。 
第二，“跨越”式发展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

思想系统论证了后发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现代化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必然性，是后发国家

探索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指南。杨与时指出，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探索在 19 世纪 70 年代“跨越

卡夫丁峡谷”问题中得到重要补充，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加速建设现代化([24]: p. 
40)。杨增岽与修政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可以

概括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和“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这是马

克思早期探索后发国家如何“跨越”进入现代化的开端([11]: p. 173)。李嘉谊从哲学角度阐释，马克思区

分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两种现代化道路，并通过对后发国家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认为后发

国家具有走后一条道路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可能([12]: p. 27)。宋培基认为，马克思晚年“跨越设想”中的现

代化思想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实践价值的部分，它成为了当代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主要根据[25]。 
第三，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

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提供了

科学的理论基础。刘硕研究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中“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论”是其核心

内容之一[26]。樊文翔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将“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论”作为现代化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27]。王丰、邹学荣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大工业脱胎于工场手工业，催生了资本主义，现

代大工业的发展与随之而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变革([2]: p. 53)。宋培基研究

马克思“跨越设想”时指出，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成果

来实现跨越式发展([25]: p. 47)。 
3. 现代化的目标 
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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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和最高价值目标，为正确理解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

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导向和理论指引。丁洁明确指出，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一般要求作了深刻的

论述，认为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17]: p. 9)。王传玲认为马克思所推崇的现代性所追求的是一个理

性、自由、解放、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目标，是人的高度发展与解放([20]: p. 14)。张娜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在充分肯定主体性自由的基础上，破除唯主体性的浪漫色彩，通过关注现实社

会关系中的人的存在状态，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 p. 25)。金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

着眼于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回归于人本身，从而在人的各种关系的“真正的共同体”

中确证人类文明的形态变革，彰显出实现人的解放的人学价值[28]。 
第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代化的生态目标。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

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形态的必由之路，为构建生态文明新形态、实现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引。于舟、万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

实际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要求[29]。陈春燕、赵继伦指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将生

态理念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30]。于萍、马湘芊指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休闲思想的论述富含了深刻的生

态意蕴，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休闲样态，“人类同自身和解”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解”相

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生态休闲的必要条件[31]。 
第三，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是现代化的社会目标。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将建

立“真正的共同体”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为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提供了重

要理论指引。李巧巧认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强调必须追求人类的普遍利益，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

向[32]。侯衍社、靳东超认为“真正共同体”的目标趋向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33]。金

帅指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回归于人本身，从

而在人的各种关系的“真正的共同体”中确证人类文明的形态变革，彰显出实现人的解放的共同体价值

([28]: p. 45)。 
(三)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价值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为解决具体领域现代化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学界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在农业、城市、国家治理等具体领域的深入研究普遍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不仅具有宏观的理论指导意义，更为解决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了科学

的方法论指引。刘硕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思想中“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论”是其核心内

容之一，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26]: p. 82)。樊文翔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将

“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论”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起点论”相结合，为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在

科学技术发展、土地制度完善等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意义([27]: p. 5)。王丰、邹学荣认为马克思现代化

思想要求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演进，为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区域实现三大途径推进中国特色

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参考([2]: p. 53)。刘晓薇指出，马克思现代化思想重要认识了城市在现代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为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提供了历史观基础[34]。汪信砚、陈思齐认为马克思恩

格斯批判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变迁中的社会空间，为协调城乡平衡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16]: p. 33)。邵发军指出，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可以为探索当代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35]。杨长福、金帅认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

的思想奠基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本源[36]。 
2.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价值 
国内学界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价值的深入研究普遍认为，马克思恩

格斯现代化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更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指导力，对推动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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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汪曙光认为，马克思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阐释了丰富的“世界历史”

思想，揭示了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及实现的基本路径([6]: p. 54)。杨建国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观点出发，可以正确看待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解决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37]。杨与时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体现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全人类

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了发展智慧([24]: p. 39)。李嘉谊认为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两种

现代化道路，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12]: p. 27)。 

4.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的研究评析 

系统对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总结国内学界的研究成就，

明确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空间，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提供基础。 
(一) 已有研究成绩 
1.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逐渐深化 
整体而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二三二”的格局，构建了马克

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完整体系。第一个“二”是从理论基础、历史背景两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

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基础；第二个“三”是学界从现代化的本质、路径与目标三个核心维度把握了马克思

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基本框架；第三个“三”是学界从现实意义与文明意义两个方面系统阐释了现代化

的双重内涵。同时，学界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认为

对“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回答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核心主题；同时，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跨越式发展等方面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2.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视野日益丰富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体现在历史视野、世界视野、领域视

野、实践视野四个维度，并逐渐呈现多维融合的特点。一是历史视野。国内学者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

经典文本，追溯其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从《德法年鉴》时期到《资本论》时期，再到晚年“跨越卡夫

丁峡谷”设想，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脉络。二是世界视野。学者们将马克思恩格斯现

代化思想置于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深入研究了“世界历史”思想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揭

示了现代化进程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特征。三是领域视野。研究涉及农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国家治理

现代化等多个具体领域，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广泛适用性。四是实践视野。学者们注重将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探讨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3.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方法逐步优化 
国内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综合运用

多种研究方法，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发展。第一，文本文献研究法。学者们深入挖掘《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的现代化思想，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

想的丰富内涵。第二，历史分析法。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置于 19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

历史背景中考察，分析其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现实基础。第三，比较研究法。一方面将马克思恩格斯

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比较，彰显其批判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

现代化实践相比较，揭示其当代价值。第四，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

科方法，从不同角度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理解。 
(二) 进一步研究展望 
1. 研究内容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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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整体性研究有待加强。当前研究多集中于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

缺乏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整体演进过程和内在逻辑的系统把握。需要进一步整合早期、中期、晚

期的现代化思想，构建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对马克思恩格斯后期著作中现代化思想的挖掘不够

深入。特别是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恩格斯晚年对现代化问题的新认识等研究相

对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不足。

现有研究多是对某一方面的单独阐释，缺乏对本质、路径、目标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入分析。第四，马克

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当代转化研究需要深化。如何将其经典理论转化为解决当代现代化问题的具体方

案，仍需进一步探索。 
2. 研究视野可以进一步拓宽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虽已涵盖多个视野，但仍存在拓展空间。首先，国际

比较视野需要加强。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身和中国实践，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经验研究不足。需要加强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现代化实践的比较研

究。其次，文明交流互鉴视野有待拓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需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探讨其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启示。再次，数字化时代视野亟需开拓。面

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新特征，需要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最后，生

态文明视野需要深化。虽然已有学者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现代化思想的

系统研究仍显不足。 
3. 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有待深化 
一是要增强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可以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方

法，如大数据分析、计量研究等，但要避免机械套用，确保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适配性。二是要加强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部分研究过于理论化，脱离现实问题；部分研究又过于实用化，理论深度不足。需要在

理论阐释与实践应用之间找到平衡，使研究既有学理深度又有现实关怀。三是要提升国际对话能力。在

研究方法上要注意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采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增强中国学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

化思想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最后，四是要强化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的选择应服务于解决真问题，避

免为方法而方法，真正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对解决当代现代化难题的指导作用。 

5. 结语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学界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已经围绕理论基础、

历史背景、主要议题、价值意义等多个研究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展现了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深度和现实价值。对此，我们应进一步从加强整体性研究、拓宽研究视

野、深化研究方法等宏观维度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新发展，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研究，在国际比较中彰显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世界意义等具

体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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