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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从历史和现实相贯

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增进民生福祉从何处着眼、从哪里着手等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生活品质内涵包括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两重属性，并且实现了人的

内在需要、生活理想与生活样式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关于

人的需要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全面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

的规律性认识，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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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运用

《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1]随

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设置专章对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作出战略部署，并将其作为

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核心任务[2]；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

记又强调要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高品质

生活”有机结合[3]，提出了与人民生活品质要求相

对应的“高品质生活”状态的概念。2022年 10月

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4]，并将它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增进民生福祉的

战略方向和总体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近年

来，“人民生活品质”问题在中国愈来愈重要并且

业已成为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民生活品质”“高品

质生活”等全新命题，蕴含深意、意义重大，具有深

刻的理论和实践必然性。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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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民理论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人民美好生活理想的继承、创新

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带领人民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提供了科学指引。对于这

个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独特命题，迫切需要

学界作出系统学理阐释。全方位理解新时代新征

程人民生活品质的价值意蕴，全领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论述，对于新时

代新征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

人民生活品质的科学内涵人民生活品质的科学内涵

（一）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相结合：人民生活

品质概念的内核涵义

人民生活品质，简单来讲，表示的是人们日常

生活的品位、水平和质量。在学术话语体系中，与

之相对应或含义最为贴近的一个概念是生活质

量。透过对生活质量的学术语义分析，可以帮助

我们对人民生活品质的内涵作一个较为准确的界

定。

学界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20年代。同时，大量的相关研究却大体始

于 20世纪 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著的《丰裕社会》。一般而言，

生活质量被国内外学者定义为“对于生活及其各

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5]。多数学者观点认为，生

活质量包涵了生活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要

素：前者是指诸如收入和消费、居住条件、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关福利；后者则

主要由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环境评价等主观感受

和判断构成。也有研究认为，除了上述两个方面，

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还包括社会关系（如社会信

任、社会支持、社会公平等）和社会机制（如社会参

与、社会融合、社会流动等）等与主观感受和判断

相联系但却更为外在的社会环境状况[6]。从总体

上来看，客观生活条件以及主观感受和判断，通常

被认为是评价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这两个方面

的核心要素或属性也应当被纳入人民生活品质的

内涵之中。

因此，从性质上来讲，人民生活品质兼具客观

性和主观性的双重属性，既包括人民在生活方面

的客观获得，也包括人民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两

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客观获得是指人民能够

享受到的、以各类民生福祉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

展最终成果的数量及其水平。主观感受是指民生

福祉持续增进、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后给人们带来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客观获得和主观感

受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人民生活品质，二者缺

一不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人，通过

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人民福祉并在生活舒

适、便利及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感，客观获得和主

观感受最终在个体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人民生活

品质由此得以改善[7]。

（二）内在需要、生活理想与生活样式相统一：

人民生活品质的基本意涵

对于人民生活品质的具体内涵，我们应当将

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背

景下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正

式文献中论及民生建设发展目标时多使用“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的表述。生活水平不同于生活质

量，是指与人们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相适应的、

为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费的产

品和服务的多少，更多地是反映人们生活的社会

条件量的方面的具体范畴，通常可以使用人们的

衣食住行以及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社交等反映

人们生活条件或环境的客观指标来进行测量与评

估[8]。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上阐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目标时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作为社

会建设的目标指向，首次提出“人民生活质量”概

念，标志着我国民生建设的关注点开始从侧重提

高“生活水平”转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双提

高。不同于“人民生活水平”重在民生福祉“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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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人民生活质量”则侧重对民生福祉“质”的

方面的衡量，并内涵了对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实

际内容的相互协调和谐程度的评价[9]，纳入人们对

社会需要的满足感的考量。2017年 10月，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久久为功的同时，还

必须“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10]。这实际上首次明确了新时

代中国民生建设必须把握好“客观获得”和“主观

感受”的双重要求。

在人民生活质量的丰富内涵叙事基础上提出

的人民生活品质概念，则是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

生活理想与生活样式的统一体[11]，包括以下三个层

面的内涵：第一，在内在需要层面，人民生活品质

是人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等需要质量迭代、层次

丰富、领域拓展、内容异质的现实表达；第二，在生

活理想层面，人民生活品质是人民群众生活理想

——“对高品质生活的普遍期待”的时代表达，即

普遍期盼过上富有品质或高品质的生活；第三，在

生活样式层面，与人民生活品质要求相对应的高

品质生活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及其社会实

践之上所生成的生活样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后，高品质生活正在日益成为人民群

众所渴求的生活样式。

二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

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三级阶梯”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的需要是他

们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

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

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

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东西。”[1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人本身

首先得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以保证自己生命

的存续，然后才能进行其他一切活动。因此，物质

生活资料就构成了人的自然性需要即必需的需

要，也是第一个需要。它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维系生存之根本，离开了这个生存根本，其他需要

就都无从谈起。

人要满足自己的第一个需要，就必须从事劳

动和生产，于是，在自然需要之上就历史地自行产

生了人的第二层次或第二阶段的需要。马克思、

恩格斯接着谈道：“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

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

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

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3]这些需

要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新的社会需要，并且在

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超出了人的单纯对象性需

要，使劳动和生产活动本身成为一种间接需要，同

时也使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能动的生产者”的

双重身份来再生产[14]。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

在此处同时论述何为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但从

《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述的相

关表述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在人的劳动和生产活

动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的自我实

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无疑是更高层次的需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有了生产，所

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

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5]。这就是说，

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

通过劳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产

生了确证自身价值的享受以及自我实现和全面发

展的需要。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普遍需要可以

被界定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以及自我实现和全

面发展需要等三个层次。它们不仅构成了每一个

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的需要的“社会体系”，也构成

了发展着的人的需要的“历史序列”。从整个社会

发展和历史与社会生产进步的历程来看，需要刺

激了消费，消费又通过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来

推动生产的进步。对此，马克思深刻分析道，“消

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

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没有需

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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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6]因此，需要就成为人的活动最深沉、最原始

的动力，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始动力，并且它只

能通过劳动和生产实践活动来得到满足。正是人

的需要及其满足的层次递进、迭代更新构成了实

践活动乃至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原目的，并通过

实践赋予了世界以价值和意义。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重要论

述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的重要发展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

体系下对人的普遍生活需要的创新性表达，人民

生活品质议题的提出，完全契合有史以来人的普

遍需要发展的历史事实。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

来看，人的需要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整体，呈

现出动态发展性。它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总是

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满足自

身需要，又在实践活动中产生新的需要。因此，

人的普遍需要总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

明进步而不断升级的。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总是

刺激着新的更高层次需要的产生并为满足更高

层次的需要创造条件。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精

神文化需要将会更加强烈；当生存需要得到满

足，享受需要以及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需要就会

逐渐凸显。

从内容上来讲，高品质生活需要有着全面、

丰富和高层次的需要和诉求，必然会包含生存需

要，也肯定会包含部分享受需要以及自我实现和

全面发展需要；必然会包含物质层面的需要，也

肯定会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以

及精神文化等非物质层面的需要。但是，可以确

信的是，在高品质生活需要中，较高层次需要的

比重将较以往历史阶段更高，而较低层次需要的

比重则相应更低；即便是同一种类型的需要，关

注的侧重点也将向更高级形态转变。 [17]比如，在

高品质生活需要中，对教育、旅游、通信和休闲等

食品之外的其他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便是在

食品消费方面，人们也越来越从关注“吃饱吃好”

转向“吃得天然”“吃得有机”“吃得安全”。因此，

人民生活品质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恩

格斯关于人的需要的“三级阶梯”理论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创新表达与重要发展，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站到了新

的历史起点之上人的普遍需要所处的历史阶段

相适应，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创造高品质生活成

为了迈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

座“新航标”。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重要

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的普遍需要日益拓展升级、

人的需要体系不断由“较低配置的系统”向“较高

配置的系统”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是对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是社会发展

的原动力和原目的”重要推论的生动阐释。这显

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重要发展，高度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何顺应人的普遍需要从以往侧重较低层次的

“生存需要”“物质需要”向重视含义更广泛、内容

更丰富、实质更高级的“高品质生活需要”跃升的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彰显了 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需要与价值以及人的全面发

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议题的深层透视和现实观

照，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生活样态

以及社会发展路径的深邃洞察，无疑具有重大创

新性意义。

三三、、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需要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需要和

社会主要矛盾演变规律的理论认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规律的理论认知

（一）人民需要的迭代升级和赓续发展是民生

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

自古以来，中国劳动人民热爱生活，对美好生

活充满向往和憧憬，渴望过上衣食“不匮”、比较安

定的“小康”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

理想。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私有制的历

史条件限制，无论是“小康”生活还是“大同”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更多只是人们的美好

愿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实现了民族独立，使中国

人民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境地，并且第一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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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为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

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实

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站起来后的中

国人民亟需满足生存需要、过上“有衣穿、有饭

吃”的温饱生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物质资料生

产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人民群众在 1990 年基本解决自身温饱问题

后，享受需要以及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需要开始

产生，并普遍期盼过上“衣食无忧、殷实宽裕”的

小康生活；在 2000 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

水平①后，则开始朝向更加殷实宽裕的全面小康

生活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在实现全面小

康、生活过得相对殷实富足之后期待继续提高生

活品质，享受需要以及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需要

更加强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地从一个

匮乏型社会转变为一个相对丰裕型社会 [18]，人民

对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随之历史性地出场了。

民生需要的重心必然要从生存性需要转向发展

性需要、从单向度需要转向多向度需要，民生诉

求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必然从民生福祉的数量扩

张转向质量提升。在这一动态发展进程中，中国

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

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根据人民的需要

来推进民生建设、来谋划国家发展，因此，人民需

要的整体性迭代升级和赓续发展成为了中国共

产党推进民生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不断弥合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张

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在人民需要迭代升级和赓续发展同一历史进

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知矛盾运动特别是主要矛

盾对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突出强调认识和把

握主要矛盾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

握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等实践发展状况，多次适时对由人民的需要以

及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式推动并具体表现为人民实

际需要与满足人民需要的供给能力和状况之间不

适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并以此指引

国家发展的战略走向。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

谋福利，提出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兼顾改善人

民生活[19]，并主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需要，并认为人民生活问题是关系到亿

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重大问题。[20]1956年 9月，党

的八大在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同时，正式提

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1]，并将弥合人民对

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时“经济文化

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奋

斗目标。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二十

多年曲折发展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将新时期

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2]并将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奋斗目标，并从党的十

三大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都一以贯之地指导着

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2012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明确宣示，“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3]，正式

① 以衣食有余为基本体现，人们的生存需要得到很大程度满足但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还较低。参见：李志

明．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基本经验[J]．宁夏党校学报，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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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美好生活”这一全新命题，标志着中国人民

生活样式进入一个崭新的、高层次的阶段。它是

马克思笔下扬弃“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化

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生活样式，建立在愈发增长

的生产力水平之上。2015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并将共享发展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24]，

构筑了新时代更好满足人民需要的理念基石。从

宣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到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各项工

作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收

入水平与生活质量，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

础上，只有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着力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厚植美好生活的物质性

基础。

经过党的十八大以后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到 2017 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

列，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了 29.3%[25]，人民

生活水平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比“物质文化

需要”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日

益强烈。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成为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有

鉴于此，2017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上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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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政治判断。 [26]由此，与社会

主要矛盾演变相对应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

为了新时代民生诉求的集中反映，不仅包括对物

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还包括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27]，需要的范

围在不断扩展，需要的层次也在不断提升。而解

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的目标所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

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

目的”[28]。

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变既是人民需要

与社会供给之间供需关系不断发展、向前推进

的客观结果，也是驱动人民生活样态演变升级

的基本动力。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三次重大转变，我们可以发现，人民需

要与社会供给之间供需矛盾的螺旋式上升及其

关系全局的历史性演变推动着中国社会持续发

展进步，而最大程度弥合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

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便达致供需基本平衡的理想

状态则构成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要求。

（三）人民生活品质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对当

代中国发展的共同价值体认与精神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29]守住民心，就是守住人民心中

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千方百计让他们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好生活需

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人民生活品质”概

念，将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和期望即生活品质

问题纳入新时代新征程民生建设的目标要求中，

对增进民生福祉提出不同于以往“有没有”“多不

多”等数量标准的“好不好”“优不优”的质量要

求，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

到好”“从好到优”赓续发展、动态演进的客观反

映，与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人民需要和生

活诉求的概念表达一脉相承，都是社会发展与矛

盾运动的产物。

“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高层次和新

形态，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擘

画的美好生活的崭新图景，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条件下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人民生活

样态的中间过程性形态。它以现实为原点，从人

民需要、民生诉求不断增长中逐渐生成，实际上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变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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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于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后人民需要变化的新

趋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种更具“自由个性”价

值底蕴与实践底色的生活样式的创新认识，集中

体现了全体人民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社会发展

的共同价值体认与美好生活期冀。作为一个深

刻的、显著的社会发展标识，它在更为深远的意

义上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发展起点。因此，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重要论述的提出，植根

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历史跃迁这一

基本境遇，既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应

然走向，又深刻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特殊性质。

四四、、揭示和指引了新时代新征程揭示和指引了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

实践进路实践进路

科学的理论不能止步于思想环节，其价值更

在于反映现实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民生活品质重要论述不仅具有重大的理

论原创价值，而且更具有充满活力的实践价值，深

刻揭示并科学指引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一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必须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增进

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社会建设方面

战略部署的总要求。[30]这意味着，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社会建设的核心任

务、基本动力和方向牵引。这是我们党对新时代

新征程社会建设的新认识新判断新部署，将引导

我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迈向新阶

段、新水平、新境界。同时，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业已成为

新的时代主题。高质量发展不只是对于经济领域

的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当然也内含有对增进民生福祉等社会建设方面的

具体要求。[31]新时代新征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沟通人民需要和社会

供给的桥梁，也是连接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纽带，还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联结点[32]。能

否切实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将成为衡量推动高质

量发展成效高低的关键指标。因此，新时代新征

程要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在高

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必须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深沉追求，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将“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发展主

题以及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和重大使命。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当

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跃升以及发展阶段的

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

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最能体现人民生活品

质提升和消费升级的恩格尔系数来看，按照联合

国一般标准，中国人民生活已进入相对殷实富足

阶段[33]，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步入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且能够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作为共同富裕的另一种

表达方式和实践方式，高品质生活与共同富裕之

间具有价值上的共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不仅彰显了百年大党治国理政的“民心逻

辑”，而且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

与中国之治的“民生导向”，将为中国新时代新征

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能与坚实

根基。

三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必须注重同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所生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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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心理感受。高品质生活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生活

样式的目标出场，经由民生建设实践的推进，最终

以可测量的生活境遇和可感知的生活体验落地。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敏锐性，坚

持系统观念，在强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

众获得实实在在的民生利益的同时，还特别重视

人民群众对于生活品质改善的主观心理感受的提

升，多次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4]，从而创造性地提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要不断致力于“高

品质生活”的客观创造和获得以及“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主观感受和判断的双重价值目标的

实现。因此，新时代新征程社会建设水平提高与

否，不仅要看人民生活品质得到提升的程度，看

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也应当看人民群

众对社会建设的主观心理感受和评价好不好、对

社会需要的满足感强不强。这意味着，新时代新

征程推进社会建设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完

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培育良好

社会心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促进形成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国家长治久安的“和美善治”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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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LI Zhiming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purposefulness,

rich in content, and profound insights. By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realityand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Xi Jinping has

addressed major issues such as which place to fix attention on and which place to start on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reflects both objective material acquisition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which are integrated into a coherent whole that

includes people's internal needs, life ideals, and lifestyle.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s life build

on Marx's theory on human need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deepening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eople's needs and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revealing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not only adapts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but also

meets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words: Xi Jinp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Lifestyl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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