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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生活品质和物质享受而带来的情感的满足和归属，

人对社会的贡献也提升主体美好体验，从而满足主体美

好生活的价值感。因此，主体树立正确的生活观，提升

主体感受性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二）着力生态环境改善

“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协同”，[5]协同是主

导方面。以往美好生活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组

成的整体，但对各要素没有达到总体协同的层次，总体

呈现不平衡的生活态势。

新 时 代 我 国 社 会 矛 盾 的 变 化 和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提

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多面性：对物质条件提

高的经济要素追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

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政治要素需要；对科学知识、艺术

审美和文化涵养的文化要素需求；以保障民生和维护社

会和谐关系为社会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是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生态奋斗目标。

但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与美好生活的各要

素协同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制造创新、城乡发展、对外

开放等多领域还存在一定短板。在制造创新方面，部分

产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出价值较低，科技创新能力

有待加强；在城乡发展方面，城乡在经济发展、社会治

理、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国际方面，在应

对外部复杂国际环境和加强对外开放协同也需要提升。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协同好社会各要素的发展，是实现美

好生活的重中之重。

（三）着力社会各要素协同

在美好生活蓝图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描绘也至

关重要。马克思提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7]人与自

然是一体的，恩格斯也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

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8]我国在开启现代化历程中，曾

经片面理解发展，把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这样的片

面发展观造成产业发展能耗量、排放量以及污染量高，

而生产的效益低的问题，人类无限需求与自然有限供给

之间的矛盾渐渐显露，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远远超

出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

来。人们渴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山清水秀的环境，

所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美好生活的生态诉求。

立足系统思维构筑美好生活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美好生

活目的性

系统的目的性保证系统的稳定发展，在系统动态发

展中，不会影响系统的基本前进方向。以人民为中心，

满足人民需求就是美好生活的目的性，增强社会有效供

给、促进人民形成良好生活观和尊重主体价值实现是明

确美好生活目的性的重要举措。

第一，立足于人民需要的现实性，推进社会有效供

给。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蓝图，要始终以人民群众的需

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会提供有效供给。其一，

增强供给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党和国家以实现人民的高

层次和多面向性诉求为出发点，面对人民对政治权益、

文化教育、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予以及时、具体的回

应和解决，让人民有高质量的主体认同感。其二，增强

供 给 的 公 平 性 ， 切 实 坚 持 共 同 富 裕 的 原 则 ， 保 障 各 地

区、各民族、各阶段的人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果实，

让人民体会到公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获得感。其三，

增强供给的安全性，始终坚持供给让人民满意，质量让

人 民 放 心 ， 不 能 因 追 求 发 展 社 会 转 型 ， 而 忽 视 供 给 质

量，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形成良

好生活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人民思想道德水

平，个人生活观的确立和美好生活整体形态的确定具有

深远持久的作用。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实践，潜

移默化地提升人民的爱国意识、职业修养、个人品德等

主体要素，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揣测、恶语相向、恶

性竞争等现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氛围和谐友爱，

提升人民对生活需求的“美好”层次。

第三，尊重人民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打造奋斗

型社会。其一，引导人民树立个体目标，目标的实现可

以增强个人对生活的满足感，在奋斗中实现个人价值。

其 二 ， 引 导 人 民 树 立 社 会 理 想 ， 在 实 践 中 实 现 社 会 价

值。不同的人对美好生活的描绘不同，但总体而言，人

们得到更高的精神满足，生活的美好感受性才更强。因

此，提升个人的未来生活蓝图美好程度，需要鼓励其树

立崇高的人生理想，积极奉献自己、帮助他人，投身于

共产主义事业中。

（二）增强社会各要素协调，提升美好生活非加和

性

系统非加和性是指社会各要素进行优化组合，达到

各要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效果，其中，科技创新和技术

创新、城乡协同发展、借鉴外来经验和创新世界思想这

三方面的要素协调就体现了纵览全局来助力美好生活的

实现。

第一，实现美好生活的蓝图，关键要加强科技创新

和制度完善。其一，增强科技要素创新。倡导人民树立

科技创新理念，增强高科技人才储备，促进医疗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