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4), 424-43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4318     

文章引用: 陈禹星. 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关系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4): 424-431.  
DOI: 10.12677/ass.2024.134318 

 
 

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关系
探究 

陈禹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7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26日   

 
 

 
摘  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概括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五个特征。文章将聚焦“科学技术”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首“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探讨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文章将在把握基本理论、认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相互促进”

和“相互制约”两个角度辩证探讨科学技术如何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巨大的人口规模

如何为科技进步提供人力资源优势和增长动力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伦理挑战和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发

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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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s well as a key role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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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need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by 
mean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outlined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style mod-
erniza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which is the first of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recognizing the basic concepts, this paper will dialectically discuss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mutual constraint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discussed and answered, including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empower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face of a huge population, how a huge population can provide human re-
source advantages and growth momentu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ethical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al 
pressures brought about by a huge popul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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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我国奋斗的重要目标。但是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

路不尽相同，不存在千篇一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1]，并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五大基本特征，其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被提出。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五大特征产生着深刻联系。深入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把

握现代化发展规律、发挥科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

文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首要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探讨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科学技术”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与中国

式现代化的关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深入，学界也涌现出不少从“科学技术”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成果。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包含诸多丰富的内容，其中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是理解其内涵意蕴的重要维度。因此，探讨“科学技术”与“中国

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间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聚焦“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这一首要特征，更加深入地探讨“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相关

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学界目前尚未对该主题形成直接研究成果，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仍然具有较

大的研究空间。 

2. 理论概述 

厘清基本概念和把握相关理论，是深入探讨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的重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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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因此，本部分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把握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通过

分析现代化及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其中国特色和实质内涵。从而为深入分析科学技术与人

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做好概念准备、奠定理论基础。 

2.1.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科技观是人们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看法 [2]。我

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

观内涵丰富，包括对科学技术内涵的认识、对科学技术发展动力和社会功能的思考等诸多方面，本部分

旨在为探讨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相关理论进行

粗略梳理和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始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

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3]。可见，马克思对科学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动作用给予高度肯定。此

外，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同时又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可见，科学的产生

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4]同时，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产生着重要影响。“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

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

资本家的社会。” [5]由于科技进步、人工智能的发明和普及，人们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等也随之

发生变化。列宁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6]反映出科学技术对于共产主义建

设的重要作用。而毛泽东同志也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7]，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科技

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分析，一方面可见随着对科学技术认识愈发深入，科学技术重要性愈发

凸显，尤其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分析离不开

对人、人才的分析，“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 [8]，科技进步离不开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同

时科技又需要服务于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这两方面同样构成分析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的重要逻辑框架。 

2.2. 现代化及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征，也有符合一般现代化理论的共性特征，是

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分析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其特征，首先需要了解现代化

共同特征，在比较分析中明确中国特色，从而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样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现代化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化生产的共同发展，不断实现社会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

程 [9]。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化

生产的发展，实现向着发达状态、向着现代化生活质量和现代化生产力转变的过程。骆郁廷教授在《中

国式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中分析了现代化的核心指征，即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

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表现为五大特征，其

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其首要特征。改革开发四十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具

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

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

自己的特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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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相互促进  

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体现在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科学技

术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助推科学技术的发展，二

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 

3.1. 科学技术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

前，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样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仍然有许多“卡脖子”技术需要突

破。就目前科技发展状况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科技期刊发表国、发明专利申请

国、高技术出口国等，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提高，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10]。良好的科学技术发展势

头必然会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第一，科学技术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科学技术能够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社会财富和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

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5]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

力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大消费、大消耗，而科学

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提供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丰富的物质资源。经过长期努力，我

国科技事业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和领跑的转变，科技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也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

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比如，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提供粮食安全保障。我国是世

界第一大粮食产出国，但是从农产品进出口数据看，我国除谷物能够达到自给自足外，食用油、棉花、

食糖和畜产品等均需要大量进口 [11]。可见，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而言，我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有

待提升，粮食产量还需在科技加持下达到更大规模。在现代农业、生物工程等技术推动下，目前我国粮

食产量和粮食安全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

外，工业现代化发展也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等。 
第二，科学技术助推规模巨大的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美好生活追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技发展的

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 [12]，也是科技发展的价值旨归。

科学技术不仅能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量”上的物质支持，也能为其“质”的提升注入

强大动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是，科技进步为追求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提供新契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能够将人们从繁琐反复的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中

解放出来，增强人的体力、发展人的智力，在提升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的过程中为

人从事更具有自觉意义的活动提供空间 [13]。二是，科技进步为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技术手段。科学技术发

展为人民生活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现代社会充分利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不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打造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能社会等，全面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管理水平以及人口容纳率 [14]，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等诸多方面享受着科技发展的福利。比如，医疗

自主研发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对疑难杂症攻关取得新进展，人们身体素质不断增强、人均寿命延长，更

加充分地实现病有所医。总之，科学技术影响生产方式从而影响规模巨大的人口的生活方式。当前，人

类正在经历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等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变

革。一方面是人们劳动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人工智能部分代替人类劳

动，部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被取代，人的劳动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受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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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劳动者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转向从事更高技能要求的劳动行业。同时，生活于科技迅猛发展

时代之下的人们也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比如，智能家居将人们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升

生活品质；线上办公打破了工作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更加灵活高效的办公模式等。 

3.2.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助推科技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归根结底要激发 14 亿多人民的力量。” [15]人口规模巨大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对于我国而言，人口规模巨大是挑战也是机遇，是

压力也是动力，是负担也是资源。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巨大规模的人口优势，尤其在人口与科技的互

动中变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优势，激发人口潜力、在人口规模巨大与科学技术的良性互动中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 
第一，巨大的人口规模为科技发展提供超大规模的科技人才优势。“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

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向来重视人才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尊重爱护

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量的层面看，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中

国目前有近 9 亿劳动年龄人口，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力量 [16]。从质的层面看，巨大的人

口规模也意味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我国创新调查制度监测评价显示，10 年来，我国科技人才结构更

加优化。2021 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为 572 万人，是 2012 年的 1.8 倍，稳居世界首位 [17]。在中国人口

红利、劳动力红利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巨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发挥“人才多、力量大”的超大规模科技人

才优势 [10]。同时，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创造力。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和身体健

康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也在逐渐向劳动力素质优势转变，逐渐从人口数量大国转变为人

力资源强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的现代化不仅是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和题中应有之义。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也为科技发展提供相对丰富的人力

资源。 
第二，巨大的人口规模为科学技术发展注入增长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

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18]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情况必然带来更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需要满

足的需求，而这些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决

定了我国现代化道路必定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同时人口规模巨大也伴随着人均

占有量少的特征。因此，单纯依靠自然资源和传统生产发展方式是难以实现如此庞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的，需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尤其重视科技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为人口

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科技力量。同时，巨大的人口规模为科技发展提供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各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19]。比如，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

能够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从而为科技发展和技术成果转换、推广提供

广阔市场。 

4. 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制约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分析和看待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之

间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看，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是正向互动关系，但是也不

可忽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制约影响，全面认识二者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客

观规律，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双向互动，推动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

代化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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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学技术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带来新挑战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 [20]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体上看对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

式现代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带来风险挑战。 
第一，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需求导向变化影响人口现代化的数量和素质。一方面，科技进步发展可

能带来失业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现代化进程。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明和推广使

得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劳动力需求变少，许多工人面临着失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实现。关于科技进步带来工人失业问题，马克思曾列举纺纱工人数据证实，指出从 1829 年到

1842 年，纺纱工人的数量缩减了一半，可是他们使用的纺纱机却增长了将近十倍，从而导致大批的工人

失业。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对劳动者素质要求提高，工人上岗难度增加，造成岗位与人的缺口矛盾。随

着科技进步发展，部分岗位对劳动者素质要求随之提高，短期内可能出现存在大量产业后备军与适配岗

位缺少的矛盾。 
第二，科技伦理问题伴随科技发展对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

在人能够把握的合理限度内进行，失去科技伦理、失去人的控制，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21]。因此，在科

技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伴随而生的伦理问题，要警惕人被机器所奴役、控制，在科技发展中丧失人的主体

性的危险。同时，当前人工智能的热潮的出现也可能带来过于依赖先进科技而丧失人的独立思考能力、

压抑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人机对立、人机矛盾。比如，通过 ChatGPT 进行 AI 作弊、价值渗透等问题

涌现也势必影响当前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科技发展带来异化问题以及人的精神世

界问题。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异化问题。随着生产过程机械化程度提高，分工不断

精细化，劳动者被安置于简单重复劳动位置之上，枯燥乏味并且面临着高度的精神压力。每日的重复工

作日益消磨劳动者的热情和创造性，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人性，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4.2. 人口规模巨大为科技进步发展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但同时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状中包含着

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人口老龄化严重等现存或潜在现象。2022 年是中国人口负增长元年，在人口负增长

的时代条件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包含着少子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等内涵，也为科技进步发

展带来挑战。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对社会资源造成压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

改变，规模巨大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资源等带来的压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减轻，较大的资源环境压

力必然对科技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影响。一是部分资源人均占有量低影响科技推广、普及和进步。比

如，电力或者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难以在经济落后地区推广和普及、不利于技术的更迭发展。二是基本

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科研经费投资不够、科学技术研发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人

口规模巨大也意味着人口需求巨大，首先就应当满足全体人民对于基本生活物资的需要。在人口规模巨

大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将粮食产量、制造业等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生产行业放在重要位置，投入大量劳

动力、生产资料进行基本生活资料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科研空间，影响科技发展。同时，人

口数量多意味着人口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强，人口和经济社会治理的难度更大。必须要解决人

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要解决就业、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少子化和老龄化增加社会风险和负担。人口再生产类型遵循“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

向“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再向“低出生–低死亡–低甚至负自然增长”转变。同时，人口发

展具有一定的惯性，目前我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人口规模巨大国情之中。

人口结构失衡和劳动力人口不足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35 年之后我国人口总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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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将超过 50%，这意味着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平均要抚养超过一个老人或儿童。社会抚养负担重、劳动

力相对短缺将削弱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力量 [21]，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给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应对任务很重。发达国家人口老

龄化发生在社会经济富裕之后，而我国尚未达到富裕水平，因此，“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必然对我

国现代化建设提出更大挑战。 
第三，人口规模巨大带来国内发展差异性较大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2]同时，我国人口分布

和人口发展也存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弥补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如

何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兼顾性等问题成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重要挑战，也对科

技发展提出新要求。比如，要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充分发掘东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要素禀赋，因地制

宜差异化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通过科学技术打通东西之间的“隔阂”，形成全国一体协同发展的科技发

展形势。比如，利用西电东输、西气东送等技术发展推动全国规模巨大的人口共同迈入现代化。 

5.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23]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国家前途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日益

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本文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重要性和把握人

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从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两个维度辩证分析和探讨了科学技术

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能够提供物质基础、助推人口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而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而巨大的人口规模也为科

技发展提供了人才优势、人力资源以及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科学技术带来科技伦理问题以及人力需求导向的变化影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

程，而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带来社会资源压力、少子化和老龄化压力、人口差异性较大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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