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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带领

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

具体体现。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一个发展目标明确、结构

层次分明、各要素协同的有机整体。在系统论视域下探

析美好生活的特征和新时代着力点，把系统思维运用到

美好生活构建的动态实践中，更有助于深刻把握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内涵与实践要义。

美好生活的系统特征

生活是人生命活动的总和，是超越动物生存之上的

活动，而美好生活是人们基于现存活动对更高层次生活

的追求。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从中国

古代的大同社会到莫尔的乌托邦其本质都是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

同的主体期待的美好生活可能各不相同，但特殊之中一

定包含着一般。美好生活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层次性

的一般性特征。

（一）美好生活的整体性

系统论下的整体性强调系统是由诸多子系统与要素

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美好生活的整体性表现为多

种需要的统一和主客观的结合。

美好生活是基于现实世界对未来生活的期许，美好

期许是多维多样的。美好生活可以是满足人的衣、食、

住、行和后辈延续等自然属性的物质生活；可以是追求

地位和权力的政治生活；可以是追求博学多识的文化生

活；也可以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生活；还可以是追求

天下大同的公共生活。美好生活是多维的，但生活是立

体的，美好生活的感受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单一维度的

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期许不能带来美好的感受，

美好生活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需要于一体的

有机整体。

美好生活是人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期许不是天马行

空的，是主体基于现实世界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展望。

同时，这样的展望也一定是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在实践

里。实践将人脑中抽象的想象转化为具象化现实，促进

世界的改造和发展。美好展望是实践的内在动力和价值

指向，最终使世界发生合于人的目的性改变。所以，美

好生活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整体。

（二）美好生活的动态性

系统的动态性是系统处于流动、变化的属性。美好

生活也是一个动态性发展过程。“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

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主体通过劳动改善生活

环境、提升生活条件、更新生活要素，最终实现客观物

质生活的发展；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人的道德水平和思想

境界也不断提升，从而推动美好生活需求层次的升级，

主体通过劳动进一步满足主体的新需求，并最终实现美

好生活现实化。每一时代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意志和

劳动都推动美好生活外在物质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的共

同进步。以我国发展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

的辛勤劳动，促使物质水平不断进步。人民的美好生活

有三个层次动态发展过程，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生存需

要层次到改革开放的小康享受需要层次再到新时代中国

梦的发展需要层次。因此，基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也呈现物质生活需求的不断丰富变化和精神生

活层次不断提升的动态性特质。

（三）美好生活的层次性

系统层次性强调系统内部的元素按照某种排列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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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从系统论视域下探析美好生

活，美好生活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的系统特征。新时代美好生活把注重主体深

层次需要满足、社会各要素协同和生态环境改善作为着力点。运用系统思维构筑美好生

活，要明确美好生活目标引导、增强社会各要素协调，推动美好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要素

协同，促进美好生活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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