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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社会设施、军事设备等多领域的技术要素创

新，积极解决高科技“卡脖子”难题，推动创新引领美

好生活新样态。其二，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坚持中

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

俱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美好生活提供制度性

创新优势。

第 二 ， 依 托 城 乡 要 素 协 同 ， 共 享 美 好 生 活 成 果 。

城乡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有利于美好生活空间格局的完

善。对此，其一，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坚持区域协调发

展。缩小农村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资源、就业

平台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促进城乡发展一体，补齐阻

碍乡村美好生活的短板，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其二，发

挥农村发展优势，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城市扶贫要加强

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调研，结合当地历史传统、人

文习性和生态资源等优势，因地制宜地实现乡村美好生

活的振兴。

第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实现人类美好

生活。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具有包容和开放性，即吸收外

来经验成果和传播中国美好生活理念相结合，提升人类

社会的美好层次。其一，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

会生活治理经验，并吸取他国治理弊病的历史教训。其

二，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世界，促进中国人民

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迈进美好新生活。面对全球化发展

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应对美好生活进程的困难、

实 现 人 民 的 美 好 未 来 ， 不 单 单 只 是 某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局部任务，而是世界全体人民的共同责任。人类命运共

同体尊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利益诉求，致力于形成

全球共同的价值理念，实现同舟共济的亲密关系，最终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9]

（三）突破人与自然对立思维，增进美好生活自觉

协同性

系统的协同性强调系统间各要素存在相互影响的因

素，要正确处理各要素竞争和协同的关系，发挥系统协

同作用。坚持生命共同体和倡导绿色革命就是推动美好

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要素协同，为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自

然环境的重要实践。

第一，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当前，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完全克

服生产力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基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0]实现

美好生活的生态方面，要坚持生命共同体。其一，坚持

以人为本，而不是坚持以生态为本。党和国家要密切关

注人民群众的具体问题，力求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尽可能实现城乡、区域的相对公平，因地制宜推动生态

保 护 ， 进 而 实 现 全 体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态 环 境 的 向 往 。 其

二，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对自

然统治权力的同时，也要肩负起由此而带来的对自然的

责任，促进美好生活生态可持续发展。

第二，推动绿色革命，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

绿色革命是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重要举措，加

快推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变革，是真正提高

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治本之策。其一，坚持绿色生产方

式，即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优化产业发展结

构，淘汰过剩产能和污染产业，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协同发展。其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即提倡居民选

择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需要增强人民的节约意识，树

立环保思维，改变浪费、奢靡的不良习惯，让绿色消费

成为人们自觉的生活行动，促进美好生活中人和生态要

素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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