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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需要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维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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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我国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充分肯定了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针对性地发展新质

生产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表现为追求更高品

质的生活、更加公正的生活、更加绿色的生活等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创新发展以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坚持共享发展以满足人民对公平

正义的需要、坚持绿色发展以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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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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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era， China takes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the main aspect of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which affirms the promoting role of the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n social history development.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o develop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 targeted manner. In the new age， people's demands for a 
better life are manifested in the pursuit of a life that is of higher quality， more equitable and eco‑friendly and so on. We 
are supposed to take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the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high‑quality life through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icking to 
shared development to fulfill the people's needs for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uphold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to satisfy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us realizing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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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特殊性存在，

这种特殊性在人的需要上具体表现为：人既

有与其他物种类似的物质性需要，又有表征

人的特殊性的精神性需要；既有与其他物种

类似的对维持生存的生态环境需要，又有表

征人的特殊性的社会性需要。同时，人的需

要会随着劳动实践的分化和发展而不断变

化。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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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表明，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日益强烈，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

人民的新生活样态。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衡量

高质量发展成效的评判标准和推动其发展的

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和着力点，其发展同样要以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价值、理

论基础、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从已有研究来看，以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为视角、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支

撑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文献相对匮乏。马克思

需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下对当前人民生活追求的高度概括。

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马克思需要理

论的当代应用研究，而且能够为科学认识和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更好地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理论指导。

一、人民的高品质生活需要要求新质生

产力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需要理论认为，需要与生产是辩

证统一的。需要既能推动生产的发展，也会

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演进。同时，人类只有通

过生产才能创造出满足自身需要的各种物质

资料。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了重大

转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和外延也发

生了重大变化。新质生产力以需要为导向，

以创新为要义，在大幅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

升级的高品质生活需要。

（（一一））人 的 需 要 是 促 进 生 产 发 展 的 首 要人 的 需 要 是 促 进 生 产 发 展 的 首 要

动力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强调，人类为了能够持续地生存，就必须要

获取食物、住所、衣物等必需品。而这些满

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品并不是在自然演化中

凭空出现的，它们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生产

出来，所以人类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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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531)。因此，从满足人的需要的维

度来说，需要被视作是人类最初从事物质资

料 生 产 的 第 一 推 动 力 ，“ 没 有 需 要 ，就 没 有

生产”[3]（P15)。

人的需要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是人类从事物质资

料生产的首要动力。人类最初进行的物质资

料生产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在已经得

到满足的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生

产的共同作用下，人类又会产生新的需要，

而新的需要又会推动新的生产。正是在这种

产生需要与满足需要的交互中，社会生产得

以不断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是影响

人类生产对象、方向、规模的关键因素。在

原始的自然经济社会，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

产的目的并不是交换，而是满足自身的基本

生存需要。此时，物质资料生产的对象、方

向、规模完全由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决定。随

着人的需要的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产

82



2025 年第 1 期 于     萍，等：美好生活需要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维度分析

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生产者为了将商

品变为货币，并且尽可能多地获得货币，在

生产时必须考虑消费者需要的内容、数量和

质量等因素。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社会，还是在以货物交换为主的

商品经济社会，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生产的对象、方向、规模。总之，需要是引起

生产并推动生产的重要因素。

（（二二））新时代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主要新时代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主要

特征特征

我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提出的“高品质

生活”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一种创新性表达，完全

契合从古至今人类需要演进的历史事实。高

品质生活需要包含多样化、丰富性、高层次

的诉求，因此，人民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

展需要的具体内容必然会随之发生历史性

转变。

新时代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主要表现出

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当前人民对更高层次

需要的比重相较以往有所增加，相应地，对

较低层次需要的比重相较以往有所下降 [4]。

例如，在高层次需要中，近年来人民的旅游

休闲需要大幅度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

关数据显示，2010 年，全年国内出游人数达

到 21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 12 580 亿元 [5]。

2019 年，全年国内游客人数达 60.1 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达 57 251 亿元 [6]。国内人均旅

游次数由 2010 年的约 1.5 次提升到 2019 年的

约 4.3 次。二是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需要，

人民当前关注的重点也向更高级的形态转

变 [4]。当前，人民步入了追求更高品质衣食

住行的生活阶段。例如，人民从关注“有房

住”转向关注“住得好”，高品质住宅已成为

新 时 代 人 民 追 求 高 品 质 生 活 的 重 要 内 容 。

2020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部

署了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以满

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等

方面的高品质需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三三））新 质 生 产 力 在 需 要 的 演 进 中 创 新新 质 生 产 力 在 需 要 的 演 进 中 创 新

发展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为满足

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保障。一方

面，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推动中国经济动

力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全球正

稳步踏入一个以万物互联为主要特征的“数

智时代”。在此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

技术、大数据分析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发明与应用，对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

式 造 成 了 一 定 冲 击 ，进 而 催 生 了 以 共 享 经

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业

态。中国正积极投身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着力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等核心技术的产业

化应用，力求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规模

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大对关键领域

技术短板的攻克力度，尤其是在“卡脖子”技

术和未来科技领域，力求以技术创新为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

面，新技术发明的应用引领中国经济质量的

飞跃。从国内形势来看，目前我国的供给体

系尚未充分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

需要，供给质量亟待优化提升；从国际视角

来看，尽管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已较为完

善，但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现状

没有改变，且面临着安全风险。因此，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提升国内供给质量的重

要 途 径 ，也 是 应 对 国 际 市 场 挑 战 的 有 效 手

段。以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创新技术

在生产领域和供给体系中的应用，极大提高

了我国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提升了供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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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契合度，有利于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和经济质量的跃升，从而有效满足人民的高

品质生活需要。

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模

式为满足人民的高品质生活需要创造条件。

过去，受区域性、粗放型传统经济运行模式

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如生产效率较

低、生态环境难以保障等挑战，人民的高品

质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而以数字技

术、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运用，重塑

了企业的生产模式、人民的生活模式，为满

足人民的高品质生活需要创造了条件。一方

面，企业生产模式的转变会对劳动者素质提

出更高要求。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高技

能人才和知识型劳动力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也通过

参与相关培训来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

居民生活模式的改变引发了人民对自身生产

生活方式的全新体验和感悟。新质生产力能

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极大地增加了劳动

者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时间是人的积极存

在，它不仅体现着人的生命长度，而且构成

了人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为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要要求新质生

产力的共享发展

分配是生产的产物，需要作为人类历史

发展的能动性根源调节着生产与分配。随着

新 时 代 我 国 社 会 主 要 矛 盾 的 转 变 ，人 民 在

追 求 更 高 品 质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的 同 时 ，对

公 平 正义的需要也在不断增加。新质生产

力以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要为原则，以共享

发展为指向，对现有的生产关系作出必要调

适，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分配领域公平正义

的需要。

（（一一））人的需要是调节生产与分配的重要人的需要是调节生产与分配的重要

原则原则

首先 ，分配是生产的产物 ，生产决定分

配。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

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

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

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

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3]（P19)也就是说，从

产品分配的角度来看，分配是由一定的生产方

式决定的；从生产要素的分配来看，分配本身就

属于生产环节的一个要素。

其次，需要是调节生产与分配的重要原则。

原始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通常会按照个

人需要进行分配，同时结合按劳分配。在资本

主义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和收入来源的资本是

决定分配方式的关键。利息和利润作为剩余价

值的不同部分，既反映了以资本为前提的分配

方式，又体现了资本的再生产机制。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下，个人需要不是分配的考量因素。

总之，需要是调节生产与分配的重要原则，但分

配是否按照个人需要进行，能否满足个人需要

以及如何满足个人需要则是由生产方式并且主

要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

（（二二））公平正义的需要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公平正义的需要是全体人民的共同

追求追求

满足人民更加丰富全面的需要，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赖于社会的公平正

义。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

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但社会财富

分配的极度不均衡使得某些个体的基本生活

需要难以得到满足。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之后，对资本主义分

配关系的非公平正义性展开批判。马克思指

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制使得“生产的

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

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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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即劳动力”[7]。这就表明，在分配过程

中资本家得到了利润、利息等剩余价值，而

工人只得到微薄的工资，由此，直接导致资

本主义在社会财富占有上出现两极分化。以

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是社会财

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社会生产与分配领域

的公平正义难以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人民公平正义的需要也呈现日

益增长的趋势。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 设 ，深 化 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这些都是对促进公平正义的富有成效的

探索和实践，人民公平正义的需要得到了持

续的关注和回应，社会公平正义水平不断提

升。必须明确的是，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公平

正义，更不可能存在一劳永逸的公平正义，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三三））新质生产力以需要为原则促进共享新质生产力以需要为原则促进共享

发展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共享发展提供

了更加丰裕的物质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两极分化同样不是社会主义。共享发展

理念既注重发展，又强调共享，即要在物质

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

成果。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演化的能级跃

升，能够显著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我国经济发

展创造出兼具质量和效率的新增量。同时，新

质生产力在促进产业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技术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的影响力、辐射力，为实现经济形态的突破与优

化，促进各行业在资源配置和技术研发中更加

高效协调奠定了基础。

其次，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共享发展拓宽了

渠道和平台。社会分配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即资源配置。由于信息

不对称以及市场机制的影响，资源分配不均的

现象时有发生。互联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

现代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动了数字化生产资料

的共享，促进了更加公正高效的资源配置。二

是消费资料的分配。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依托

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在税收、

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再分配领域引入数字化

创新平台，为更高效和更公平的分配提供新路

径。此外，新质生产力可以依托大数据分析精

准捕捉不同的个人需求，实现更加灵活有效的

分配。新质生产力在提高初次分配效率、保障

再分配公平、刺激第三次分配上展现出独特优

势，对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满足人

民公平正义需要，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

重要作用。

最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现

高水平共享发展提供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项重

要举措，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享

发展的有效手段。新质生产力通过结合地方

发展基础和现有优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

外，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与区域

间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区域的比

较优势和独特功能，促进地区间的帮扶与协

作。由此，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要素配置

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从而提升经济的整体

发展水平。总之，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共享发

展、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

满足人民公平正义的需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

发展空间。

三、人民对生态环境的需要要求新质生

产力的绿色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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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越发迫切。满足人民

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既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也是中

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执政使命。新质生产

力以绿色发展为方向，旨在为人民创造更加

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

（（一一））人的需要具有生态可持续性人的需要具有生态可持续性

马 克 思 需 要 理 论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生 态 思

想 ，深 入 理 解 和 把 握 人 的 需 要 与 自 然 的 关

系，能够为研究当代人的需要的转变及其生

态特征提供有力的分析框架。

首先，马克思洞察到人对自然界的需要，

肯定了自然界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

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

处 于 持 续 不 断 的 交 互 作 用 过 程 的 、人 的 身

体。”[2](P16)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人类

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构成了人

类的无机的身体。由此可见，自然界是人类

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其次，马克思认识到人的需要的增长与

自然限制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

代，虽然人的需要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但

这种增长趋势还未达到自然的承受极限。在

马克思看来，问题不在于需要的增长超出了

自然的承受能力，而在于需要的发展超出了

社会的承受范围。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

时代来说，绝对的自然限制是相对遥远的存

在，但他们解除自然限制的方式绝不是抑制

人的需要，而是通过改进和发展生产力来化

解人的需要与自然限制间的矛盾。在恩格斯

看来，当尚有可供人口移居的土地，并且能

够利用改良后的耕作技术使土地的产量提高

至五倍及以上时，谈论人口过剩问题就成为

非常可笑的事情 [8]。恩格斯看到了科学技术

的进步对推迟自然限制到来的积极作用，科

学技术能够扩大自然限制满足人类需要的

能力。

（（二二））人 民 对 优 美 生 态 环 境 的 需 要 日 益人 民 对 优 美 生 态 环 境 的 需 要 日 益

增长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9]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有

所提升，对影响优美生态的环境问题容忍度

降低，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越发

迫切。

首先，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潜在需要转

变为迫切需要，并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内容。人的需要是多样的、历史的，会

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生存的物质性需要

是最为迫切的，在整个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

地位，而生态环境需要则属于潜在的次要需

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优美生态环

境的需要成为人民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

后的享受性需要，成为美好生活需要在环境

层面的重要表达，并因其对人民生产生活的

影响逐渐增强而上升为迫切需要。当前，人

民对优美生态环境有了新期待，蓝天、碧水、

净土等成为人民的迫切需要。生态环境在提

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优美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部分。

其次，虽然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环境

质量、生态保护、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

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当前我国在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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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领域仍然面临各种压力，存在发展不

充分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满足人

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进程。党的二十大

报告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0]列入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中；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11]。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3 年中国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3 年全国 339 个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天数比例中，优等空

气天数比例仅占 35.2%；太湖、巢湖、滇池均

有轻度污染情况 [12]，这表明当前我国整体环

境质量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生态环境质量

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要越发关注人民对

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三三））新 质 生 产 力 满 足 人 的 需 要 的 绿 色新 质 生 产 力 满 足 人 的 需 要 的 绿 色

维度维度

首先，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改进和发展

生产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绿色生产力。平衡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一个长期问题，许多西

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曾经选择以牺

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由于

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理念的制约，我

国也曾选择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生

态环境恶化。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实现了绿色

技术与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创新应用，推

动产业结构从高耗能、高污染向高环保、高

清洁转变，为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开辟新

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

化 组 合 跃 升 ，具 备 绿 色 素 养 的 劳 动 者 使 用

先进环保的劳动资料改造新的劳动对象，为

实 现 绿 色 生 产 力 质 的 飞 跃 提 供 动 能 。 因

此，新质生产力顺应了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期盼。

其次，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一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有效监测

并管控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将数字化

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结合、利用物联网技术与

智能感知技术建设的现代化环境监测网络，

能 够 实 时 监 测 污 染 行 为 ，提 高 污 染 监 测 效

率。如重污染天气管控系统能够在重污染天

气来临前发现问题并发出预警通知，在重污

染天气期间进行动态成因分析，识别污染来

源；在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后，及时评估污

染治理措施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并根据评估

结果优化和完善污染治理流程。二是新质生

产力通过利用新型能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煤炭、石油等传统不可再生能源在使用过程

中会排放大量硫化物和二氧化碳等有害气

体，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相比之下，

新质生产力积极利用水能、太阳能、风能等

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并依靠自身技术有

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在减少对传统能源依

赖的同时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三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实现绿

色转型。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与发展催生了以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方向的新兴产业，

如数字经济产业、未来产业等。此外，传统

产业也在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的应

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总之，新质生产力锚定绿色发展维度，能

够助力我国积极有力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提供强大

支撑。

四、结语

马克思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既是历

史的前提和起点，也是人类历史产生和发展

的能动性根源，历史正是在产生需要与满足

需要的交替中不断向前。新时代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具有全方位、高标准的特点，随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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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改进和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会

不断演进和升级。这必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向

更高水平迈进，并通过新要素、新模式、新产

业、新生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步

伐，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

系，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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