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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基本蕴涵、主要表现与实现路径
刘 儒 王江涛

(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针

对性地促进充分平衡发展，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生活具有层次性、历史性、社会性三个基本特

征，并贯穿于人类生活发展的全过程。美好生活从属于人们的生活，是生活的一个发展样态，具有生活

的基本特征。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主要表现为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追求更加绿色健康的生

活、追求更高水平民生改善的生活、追求更加公正的社会生活、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追求更加

安全的生活等六个方面。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公共服务建设为重点，

统筹安全与发展，持续推进社会公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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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

方面，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我国制定发展战略

和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充分平衡发展，是社会主要矛盾

的内在要求。深入探究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分

析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特征和主要表现，有助于

进一步从实践层面丰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路

径。本文拟从人民生活实践出发，对新时代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进行多维分析，为更好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研究

支撑。
一、生活及其特征

究竟何为生活?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曾从多个角度

去探寻人类的生活图景。孟子认为，“民非水火不生

活”，且“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

禽兽”［1］( P96)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生活是一种实

现活动。每个人都在运用他最喜爱的能力在他最喜爱

的对象上积极地活动着。”［2］( P326 ) 同时，他认为，人

类对“生活”的追求，构成了“城邦”的长成。马克思主

义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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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

身。”［3］( P531) 当代学者黄楠森认为，人的存在和发展

表现为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分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两大类［4］( P71) 。
在吸纳学界关于生活的论述基础上，笔者认为，通

常意义上的生活是指有生命的人实现生存、发展需要

的全部活动及过程。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从生活

的层次性、生活的历史性、生活的社会性三个方面来展

开。
1． 生活的层次性

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曾讲:“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5］( P878)

这句话，清晰表达了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

上，存在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是古人对生活层次性的

辩证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柏拉图在《理想国》
中探究城邦的成长中谈到，粮食是最重要的生存需要，

其次是住房、然后是衣服及其它［6］( P59) ，而且还需要

使生活“稍微舒服”一点的东西，以建设“繁华城邦”，

并在多处用到“需要”“还需要”“更需要”这类词汇来

阐述生活的多层次图景。无论是在《政治学》中将生活

分为“日常生活、优良的生活、最优良的生活”，还是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生活分为“享乐的生活、政治的

生活、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生活的划分都表明

了生活的层次性。马斯洛提出了人的生活需要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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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他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

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

主义出发，对生活层次进行了多方面论述。马克思指

出，随着生产资本的增长，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

速增长。恩格斯在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论述中谈道:“在

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

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

智力所需的资料。”［3］( P710)

因此，生活的层次性是客观存在的，它根源于人们

的生活“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的层次

性”亦可以理解为“生活需要的层次性”。生活是一种

不断追求、提升的过程，人们在不断实现自身需要的生

活过程中，是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逐渐满足自身生活

需要的，这种先后顺序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生活追求，从

而构成了生活的层次性。
2． 生活的历史性

原始社会早期人类还不懂得“生产”，主要以直接

从自然界获取“草木之食”“茹毛饮血”等方式求得生

存。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人开始学会使用最初的

工具用以生活，并学会火的使用，食物的来源变得丰富

起来，在追求生存生活的历史中，人类逐渐掌握并改进

生产工具，逐渐开始了定居的原始农业社会生活，这一

历史时期人类为了生存，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
在农业社会，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提升和社会生

产力的持续进步，人类掌握了更多的农业生产知识和

生产技术，进而陆续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家畜的

养殖、商品交换、修建水利工程、发展冶炼技术、修建大

型建筑等多种技术，以满足人类更多的生活需要。伴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类进入到了国家的生活，并且

在人类各个政治历史变迁中，农业越来越成为重要的

物质生活支撑，推动着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基于农

业文明的社会生活，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农耕文明生活

的多种样态。
在历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三次工业革

命的高速发展后，当前工业社会正处于以智能化为特

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期。在工业社会里，

人类的全部生活随着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

的阶段性特征。交通通信工具的迭代更新，航空航天

技术的迅速发展，新能源技术的深度开发，互联网大数

据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丰富发展了人

们的生活类型与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生活向高度发达

的现代文明发展。
3． 生活的社会性

人是生活的主体，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活的社会性是建立在

人们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任何孤立的不与他人发生

联系的生活状态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在自身“全部的

社会生活”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交往

中生产着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生活本身。“因

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

中”［7］( P284) 。人们在自身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人类生活的全部范围并

不是一开始就自然生成的，我们对生活范围的研究，当

然必须从当前生活发展的现实结果去反向考察。“全

部社会生活”的形成和发展，不过是一定社会阶段的生

产关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的现实表现。生活终归是社

会的生活，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密

切相关的。人们在自身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

产生的道德、自由、尊严、公平、正义的生活意识，不是

人们头脑中突然产生的，而是与一定社会人们的交往

方式紧密联系的，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

定意识”［3］( P525 ) 。人们生活中的这样或者那样的

“生活意识”的产生，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是与一定

时代特定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文化紧密相关的。因此，

这种生活需要的满足也必须到人们的社会关系中解

决。同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

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变化的。正是在这种社会

关系的历史演进中，人们的生活需要、生活样态、生活

意识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8］( P3 ) 的需求

特征。所以，“人之生活的一切可能，都有赖于社会有

机体发展状况与社会供给状态的根本性制约”［9］。人

们生活方式的丰富发展，生活需要的多样变化，都与一

定社会的经济、文化紧密关联。
二、生活特征下的新时代美好生活基本蕴涵

生活的“层次性、历史性、社会性”贯穿于人类生活

发展的全过程。在人类生活演进历程中，各个不同时

代的人类生活展现着这一基本规律，追寻并实现着自

身“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生活需要。同样，在社

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依然在新的起点上遵

循着这一规律，继续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美好生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内容，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方向指

针和奋斗目标。对美好生活基本意涵的把握，是深入

分析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准确理解新时

代美好生活的基本意涵，对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要内容的“美好生

活”，从属于人们的生活，是生活的一个发展样态，其当

然具有生活的基本特征。生活的层次性、历史性、社会

性告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具体分析既要从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出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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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从当前生活发展的层次方位出发，即要做到三者

的辩证统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民生活极大改

善，过上了“日益富足的生活”，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

体行列［10］。从生活的层次性看，已经整体超越以往

以物质生活需要为主的“生存”层次，步入了共享发展

成果的“享受”生活的发展阶段。从生活的历史性看，

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实现整体跃升，在许多方面居于

世界前列，具备建设美好生活的生产力基础。从生活

的社会性看，我国社会发展日益进步，正朝着社会文明

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

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11］( P9) 笔者认为，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解亦可

从美好生活的层次性、历史性、社会性加以阐释。首

先，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安全、环

境、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体现了

对美好生活层次性的要求。同时，这些“更高要求”和

“日益增长的要求”也表明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

中，同样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层次性的。其次，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体现了美好生活发展的历史

性，美好生活需要内容上的丰富发展是与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紧密相关并受其制约的。第三，“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需要类型的变化，是

生活发展的社会性表达。
三、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

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

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

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2］( P4) 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是补足发展短板、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探析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表现，要结合新时

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样态，深入了解当前和未

来一定时期内人民在生活发展实践中的期盼和需要。
结合美好生活的层次性、历史性、社会性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美好生活的论述，笔者认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1． 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

实现全面小康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改

善，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品质的要求与日俱增，从衣食

住行到工业产品等都表现出对高品质物质产品显著升

级的需要。
以人民群众的居住需要为例，高品质的住宅已成

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非常现实的重要内容。在

住的方面，不仅仅是有房住，更高的需要是提升对居住

空间及建筑品质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低

层住宅的需要显著提升。2021 年 5 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 15 部门《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
以国家文件的形式指出:“县城新建住宅以 6 层为主，6
层及以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 70%。鼓励新建

多层住 宅 安 装 电 梯。县 城 新 建 住 宅 最 高 不 超 过 18
层。”这一文件的出台，是中央 15 部委( 局) 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有力部署。这一文件紧紧抓住了新时代

县城城镇化建设中人民群众对居住条件更高品质的美

好生活需要，将实质性高质量推进以县城为中心的城

镇化进程，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居住条件的需要。
在大城市里，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无法做到上述标

准的建设要求。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大，城市郊区的品

质性改善住房也为现代大城市人民群众满足高品质的

居住需要提供了新的实现途径，进一步完善了现代大

城市的城市化发展路径。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城市

中心城区的高度拥挤，又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居住品质

的改善需要，同时也将有力推动大城市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进程。
2． 追求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

伴随着生态文明发展的深入推进及实现碳达峰与

碳中和的发展规划，追求更加绿色的生活日趋深入到

人民群众的生活认知中。人民群众对绿色生活的需要

日益提升，分布于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在日常生活

中，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饮水安全、湖泊、森林等绿色

生活元素的需要日趋提升。饮食方面，不仅要质量好，

更高的要求是饮食的绿色健康。在一些地方，已经出

现不少以生态农产品为主打特色的绿色农业产业，有

力地推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提升

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增长点。
同时，经济发展评价方式正在向以绿色为核心稳

步推进。2020 年，深圳市和浙江省陆续发布推进“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 GEP 核算标准) ”。2021 年 5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意见》中正式要求浙江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 GEP) 核算应用体系”，这是当前我国将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到发展全局的重要标志，也标志着我国在经济发

展中的 GDP 评价标准已正式开启向 GEP 标准的试点

推进。推动经济发展评价方式的转型，是一项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

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30 年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将达到 79 岁。随着生活条件日益优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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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日益认识到，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提高生命质量的基础，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根

本保障。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日

益丰富，人们对健康的日常生活、健康的工作方式、养

生生活等都提出了现实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对养生日益关切。从日常饮食的营养结构搭配，到对

饮用水的水质标准的关注，再到日常居住环境的空气

质量、噪音控制等，这些都表明人们对更加健康的生活

的向往。
随着生命科学、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民群众

的健康生活常识和健康指标普及度较以往均有较大提

升，并受到全社会广泛认同。人民群众越来越关注个

人身体的基本健康指标，越来越多的人每年都会及时

地参加一次系统的健康体检。在日常生活中，与生命

健康相关的医学知识，已成为人们主动学习、主动参考

的生活必备常识，这也被理解为人们对生命健康需要

的认知与知识的升级。当前，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素

养已基本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日益深入人心，为实现更

加美好的生活奠定了基本的健康认识基础。
3． 追求更高水平民生改善的生活

新时代新阶段，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丰富和

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子女的教育呈现

出急剧上升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

成为一个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甚至可以说

已经成为千千万万家庭都共同焦虑、全民共同参与的

热 点 问 题。2019 年 发 布 的《中 国 儿 童 发 展 报 告

( 2019) ———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指出，通过对全国 10
个城市和农村 14874 名儿童的调查发现，18 岁以下儿

童“60． 4% 的儿童参加课外培训，年均课外班花费为

9211 元，占家庭总收入的12． 84% ，有的家庭甚至高达

20%”。新时代以来，教育焦虑这一异常现象已经引起

党中央高度关注。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到

《中国学生近视高发亟待干预》这篇文章后做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结合教育综合改革，“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

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13］，2018 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等八部门下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2021 年 4 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下发义务

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从对学生

视力下降较快问题的关注，到“双减”文件的印发，表明

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对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高度关注。
婴幼儿照护与养老服务需要是当前社会生活中每

个家庭都要面对的最大实际，是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有序运转的关键，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

要的核心内容。随着 2021 年 5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的公布，人民群众热议的“生育意愿下降与老龄

化加快”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于绝大

部分家庭来讲，都会遇到婴幼儿照看和养老服务问题，

这是当前许多家庭在考虑生育二孩时顾虑的最实际问

题，也是近四年我国新出生人口连续出现下降的重要

原因之一。大部分年轻人因忙于生活、工作等无法抽

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二孩或三孩的生育、养育，这

也是最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还没有被

育龄夫妇广泛接受的原因。
随着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对健康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日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服务需

要增长迅速。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深化医改的大力

推进，特别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实施，覆盖城乡的

多层次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取得了显著

的积极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与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卫生健康服务需求相比，服务人民群众全生

命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依然不足。特别是

2019 年底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后，

人民群众对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更

强，对加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特别是基层社区的卫生

健康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专业、更多样化的现实需

求。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大力推进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是一项适时满足基层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服务的保

障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中，家庭签约医生为民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还有待解决。
4． 追求更加公正的社会生活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更高要求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法

治、民主的需要也日益提升。
首先，司法公正是经济社会保持健康有序运行的

重要基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人民

群众社会生活中关注度较高的主要问题之一。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司法公正建设围绕热点、难点、焦点等

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历史

性突破，司法公信力得到权威性重塑，人权保障取得历

史性成就，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

阶段，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满意度取得历史性

突破，司法公正这条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

人民心中牢牢树起。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

到，司法公正建设是需要持续坚持的长远工程，必须持

续推进落实党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决定，持

续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让司法公正在阳光下运行，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公正的获得感。
其次，社会公平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问题，是在经

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持续推动解决的。在建设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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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人民群众更加关心的社会公平需求突出表现

在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两个方面。
在机会公平方面，当前主要体现为在教育、就业方

面的机会公平。以就业为例，党的十八大以前，许多单

位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设置许多限制性的出身门

槛，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针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八

大后国家人事、教育等部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不得在

招聘中设置“名校”“全日制”等歧视性条件，取得了一

定的积极效果。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在一定

程度上还依然存在。再比如，当前社会争论较多的“教

育机会公平”，其突出表现之一是“能不能上高中”这个

问题。当前，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按照我国

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小学 6 周岁入学，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后的孩子是 15 周岁，但就是在 15 周岁的年龄，这些

初中毕业生们必须要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上高

中还是上中专、职校，这种选择如果放在 2000 年，还不

会引 起 太 多 的 关 注，因 为 2000 年 我 国 的 GDP 只 有

10． 03万 亿 人 民 币，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专 科 招 生 数 为

220． 6万人，早就业还是绝大多数家庭、学生的首选。
而 2020 年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 101． 6 万亿人民

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数为 976． 5 万人［14］( P5，

P690) 。二十年间，人民群众的生活层次极大改善，普

通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普及速度整体快速提高，人民群

众对获得普通高等教育的需要已与 20 年前相比发生

了根本性的提升。这就是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不应当过

早的对学生进行提前分流培养，人民群众对中等职业

教育接受度低的原因所在。
在分配公平需要方面，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之间、

行业之间以及同一单位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
区域之间的分配公平属于发展的问题，要依靠发展来

解决，也应当予以正确对待。对于行业之间的分配公

平，这是目前依然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对于单位内

部的分配公平问题，则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是

当前人民群众对分配公平需求感受最强烈的问题。
再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人民群众的权利

意识也日益提高，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参与意识

逐步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持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深得民心，从

中央到基层社区( 村委) ，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建

设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

到，一些基层单位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
参与权等方面还存在提升的空间。近年来，党和国家

积极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为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有力地促

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在部分基层单位，还存在党

务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造成人民群众在基层政

治生活中获取信息不畅、无法有效参与基层民主建设

的情况。此外，在一些基层单位，还存在人民群众参与

基层治理、意见表达不畅的情况。
5． 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

文体生活是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的重要载

体，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跃升，人民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

多的人民群众走进公共文化场馆去汲取文化营养，丰

富文化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余积极走

进体育运动场馆参加文体活动。随着生活水平的持续

提高，旅游休闲越来越成为人们文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0 年我国国内出游人数

为 21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12580 亿元［15］。2019 年

国内游客 60． 1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57251 亿元［16］。
十年间，人民群众的旅游休闲需要大幅提升，全年国内

人均出游由 2010 年的 1． 6 次提升到 2019 年的 4． 3 次。
这充分说明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

旅游休闲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大幅增长，丰富的文体生

活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国家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生活需要，持

续加大基本公共文体活动场馆的建设、开放力度，从硬

件和软件等层面保障人民群众更多的参与文体活动的

机会。同时，从健康中国建设的高度，大力推进健康与

体育的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与全民健身共同

促进。
6． 追求更加安全的生活

发展与安全不仅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要领域，也

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主要表

现为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在安全领域的

期望和需要。
国家主权安全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根基，当今

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一个没有强大国防的国家是没有

安全保障的。新中国 70 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我们必

须拥有强大的国防，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

本需求，也是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前提和保

证。当今世界正处于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之中，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的任务艰巨繁重，涉及经济、政治、外交、
国防等各项工作。

当前，社会公共生活安全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社会

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这一需要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泛，比如工作环境的安全、生活环境安全、食品卫生安

全、出行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社会治安环境等。
此外，随着现代城市化建设力度的加大，城市空间安全

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需要。如我国特大城市

和大城市的地下建筑、地下隧道、地下铁路等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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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规模急聚增长，这些项目在改善现代城市空

间拓展、交通出行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地下空

间带来的潜在安全隐患也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
因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其最大的安全隐患主要在于防

火、防水、防塌陷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做好充

分的安全防范和制度制定，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生活

安全的需要。
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行动路径

建设美好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根本内在一致性的工作。
在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要在坚持生活的层次

性、历史性、社会性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准确分析新时

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

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方法举措，推动实现平衡充分的发

展。
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坚实

物质基础

建设美好生活与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一致性决定

了实现美好生活的经济属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推动综合国力实现跃升发展，是我国取得世界发展

奇迹的重要成功经验。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根本的行动路径必然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品质的物质生活需要

到高水平的民生生活需要，从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需

要到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需要，从安全发展需要到社

会公正需要，这一系列的美好生活需求，都必须建立在

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根基

所在。没有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在建设美好生

活的历史进程中，其建设进度和建设质量就无法保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必须坚持。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推动实现充分平衡的发展，建设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

全局性基础作用，是实现美好生活既定发展目标的根

本保障。
2． 以公共服务建设为重点，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

高品质保障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民心，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涉

及育幼、养老、教育、就业、收入、医疗、住房、扶弱等多

个领域，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

集中所在。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
高品质生活服务体系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路径。新时代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多个领域的

民生改善，从人民关切的热点问题入手，取得了巨大的

发展成就。人民群众高度关切的教育、住房、养老、育

幼等民生问题均得到有效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

就。随着我国共同富裕步伐的稳步推进，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要继续重点推进人民关注度较高的教育、卫
生健康、婴幼儿照护、养老等多层次多样化公共服务需

求。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积极稳步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

共服务建设，引导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的生活服务作

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补充，并在国家综合实力提升

进程中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在推动实

现共同富裕中，持续推进服务全社会“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为实

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保障。
3． 统筹安全与发展，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战略支

撑

安全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前提，发展是实

现美好生活的根本路径。安全与发展是任何发展阶段

中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重要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安全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建设美好生活，既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需

要安全稳定的内部环境。当今世界，格局变化较快，不

稳定性的外部因素日趋增多，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在一

些国家和地区受到挑战。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进程的深入发展，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于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显著，涉及科技、生物、经济、粮

食、文化、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此外，我国在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领域，也必须将安全发展置于各领域发展

之首，在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关注并统筹

解决。没有安全的内外发展环境，就无法从根本上实

现高质量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就会出现短板。
因此，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安全发

展的重要性，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根本战略支撑。
4． 持续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

价值引领

推进社会公正建设，是有效化解人民群众在公平、
正义、法治、民主方面现实需要的基本路径。要持续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特别是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建设和司

法公正制度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建设获得感。
持续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就业领域的机会公平问

题进行系统治理，稳步推进基于教育公平的义务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综合教育体制改革，回应人民群众

的教育关切。保障就业领域的机会公平，坚决去除对

人才教育身份的过度标签化限制，为各类人才脱颖而

出提供公平就业环境。要对区域、行业、部分群体等存

在的分配公平等现实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推进共同

富裕的进程中，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单

位、企业、个人的积极参与，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是解

决分配公平需求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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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民主建设上，各基层单位应当按照党和国

家关于党务政务公开的各项制度，把各项党务政务信

息公开制度落实好，积极保障基层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倾听

基层人民群众的心声和需求，保障基层人民群众的利

益。对于涉及大多数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应当

在较大范围内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保障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管理的民主权利，建设更加生

动活泼的基层民主。
五、结语

综上所述，准确分析把握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主要表现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基础性工作。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

要矛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交往的发展呈现出新

的特征，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实践中要辩证认识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变化。建设美好生活，就必须精

准把握一定时期内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及其主要

表现，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推动建设

美好生活的各项制度建设。把握新阶段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要坚持美好生活的层次性、历史性、社会性

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全面准确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指向，持续推进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研究，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现代化生活

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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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Basic Implication，Main Performance and Realization Path
Liu Ru，Wang Jiangtao

( School of Maxism，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People＇s need for a good lif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ccurately under-
standing people＇s need for a good life and promoting full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a targeted manner are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Life has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 hierarchy，historicity and sociality" and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human life development． " Good life"，subordinate to people＇s life，is a development pattern of life，and has the basic charac-
teristics of life． People＇s needs for a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six aspects: pursuing a higher quality material
life，pursuing a greener and healthier life，pursuing a higher level of people＇s livelihood，pursuing a more just social life，pursuing a ric-
her and more colorful cultural life，and pursuing a safer life． To realize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good life，we must persist in taking eco-
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focusing on public service construction，making overall plans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and con-
tinu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justice．

The Formation of Algorithmic Power and Risk Governance
Xu Xiaodong，Kuang Yan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algorithms have gradually gone beyond mere tool
attributes and become a new form of power．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platforms，power has spread to the public domain． The
diffusion of algorithm power makes all kinds of platforms assume part of the public functions，promoting algorithm to become an impor-
tant rule of social operation，and on this basis，forming a new power operation mode with platform，data and user interaction as public
space，public resources and public behavior． While this new model promotes social progress，it also inevitably introduces new risks to
the society，which are embodied in four forms: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stortion，power structure disorder，process supervision failure，

and subject behavior anomie． At the same time，as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its social benefits，the governance of algorithm risk will face multiple dilemmas such as weak foundation，confus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weak supervision means and devia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which need to be explored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system con-
struction，interest balance，supervision optimiz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alysis on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under China＇s New Normal
Bai Jingming，He Ping

(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lowdow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the growth rat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has
no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dustry，region and enterprise type，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and get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the incom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shows a counter － cyclical trend，indicating the effect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s obvious． In the future，the growth of enterprise in-
come tax can be used as an evaluation index for whether the economic slowdown is in a reasonable range． Second，the incom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concentration，reflecting the high spatial concentration rate of China＇s resource ele-
m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financial space for macro －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rd，the real economy has become a new kinetic energy to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corporate income tax，sugges-
ting the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promote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taxes，and the futur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taxes can depend on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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