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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生幸福是一切实践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形成有其自身的优秀传统、理

论渊源、思想继承和实践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深化发展，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伟大目标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新时期，为促进民生幸福观的实现，应稳定民生财政支出，做实善治理念以及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取向，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必然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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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增进民生

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

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

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1］这凸显了习近平的民生幸福观，也体现了党

和国家领导集体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

值取向，突出了执政为民的伦理目标。习近平始终

将人民幸福生活牢记在心。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

近平在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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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就 是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2］习近平还将心中所想所愿化为实践，提出了

许多的新思想和新战略，比如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国梦” “五

大发展”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五化”协

同战略、 “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等等，将人民的期

盼和美好愿望落实为党和国家的实践行动，致力于

将人民的希望转化为鲜活的现实，让人民拥有幸福

感和获得感。深入了解习近平民生幸福观，分析习

近平民生幸福观的形成来源，有益于领会习近平民

生幸福观的深刻内涵，有益于更全面系统地理解习

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同时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健康

发展与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提供理治指导，也为进一

步理解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新境界打下基础。

一、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形成来源

理论来源于实践。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形成有

其自身历史依据、理论渊源、理念传承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民生幸福观是基于我国社情和国情，围绕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实际，继承马克思主义民生理

论和吸收我国优秀民生思想，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的

科学总结。
( 一) 优秀传统民生思想的熏陶

复观中国历史长河，可知关注百姓生计、人民

生活得到实际改善的时期，就会出现国泰民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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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盛世”，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康乾盛世。这皆

是当时统治者重视民生、积极发展经济用于改善民

生的成果。民生幸福观并非当代才有，古代圣贤早

已有此论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生思想

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尧舜时期，相传掌管监狱的皋

陶在舜帝时期提出 “在知人，在安民”，欲将百姓

管理好就是要施予其恩惠，百姓自会拥护爱戴的民

本思想［4］; 第一个正式提出 “以人为本”思想的是

管仲，他指出一切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和评判标准

是百姓; 春秋时期儒家认为民贵君轻，得民心则得

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提

倡施行仁政，天下为公，提出君者满足民众的最基

本生存需要及其发展要求; 墨家认为爱无等级，爱

是超时空的，爱是全人类平等的，爱是互动互利的;

汉代贾谊提出民无不为本的思想，认为国家要以百

姓为根本，君王贤臣要以百姓为先［5］，尊重爱民者

实为智者; 宋代理学家程颢认为，为君者治国理政

应以顺民心、厚民生、安民生为本。习近平批判性

继承这些重要的民本思想。传统民本思想的出发点

是维护统治者阶级利益，又过分寄希望于统治者，

在践行中缺乏法律与制度的支撑，结果多数体现在

道德层面上。而习近平的民生幸福观出发点是: 人

民是国家的主人，以人为本，要为人民谋幸福，是

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并且还在制度层面上做了要求。
( 二)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的奠基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为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

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

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和发展，人的体力

和能力得到协调发展，人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得

到合理转化和提升，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独特性

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的三者关系和谐发展。具体来说，马克思从人的自

然属性出发，肯定了人的需要是人天然的内在规定

性，存在对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需要，并在满足这

些基本生存需要之后产生对医疗教育等生活需要;

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人在满足出于自然属性

产生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之后，开始关注社会的公正

公平性。马克思考察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深入思考人的本质属性，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实

质，批判资产阶级伪善面目。马克思客观并辩证分

析人的需要，认为人的需要随着社会动态发展而变

化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是初级的直接的生

存需要和生活需要，然后是社会关系平等公正的需

要，最后是更高级的间接需要。因此在人的生存生

活需要、公平公正权益得到满足和享受之后，人的

全面发展便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

主张通过实践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永恒的奋斗目标。由此看来，习近平

的民生幸福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前提

下，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成的科学成

果。习近平民生幸福观是吸收和研究马克思人的全

面发展观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新境界。
(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生发展理念的继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的民

生思想，邓小平“民富”民生思想，江泽民 “始终

坚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思想，胡锦涛 “以人为

本”的发展观，这些科学思想为习近平民生幸福观

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民生幸福观是对其

的继承和丰富发展。
1934 年，毛泽东在江西时提出 “一切群众的实

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的观点，

“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

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

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6］1094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

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必须符

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6］1096，强调我党要解

决好民生问题，改善人民生活。建国初期，毛泽东

带领全党兴建农业基础设施振兴农业，改造工业为

人民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处理好农业、轻工业、重

工业三者关系，同时还对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了

制度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寻求

化解民生问题之道。他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

是民富，只要人民富裕了，民生问题就不攻自破。

他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要合乎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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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邓小平提出一条伟大发展路

线: 社会主义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 “发展

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提出 “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思想，这样

才能持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消灭贫穷，逐

步解决民生问题。江泽民高度关心和不断改善人民

生活，关注并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

题。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的三次党的重大会议中，

江泽民把民生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专题进行单

独论述。他一再强调，党的所有工作以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为行为准则，要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他提出，就业是民生的头等大事，

就业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解

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并辅之相关配套措施，如

建立公平正义且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

的十 六 届 三 中 全 会 中，胡 景 涛 提 出 科 学 发 展 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7］”，第一次提

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将加快推进社会

建设的重点指向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理念首次得

到全面系统的论述。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

上加大社会建设，重点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

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获得有

效保障。

习近平指出，“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

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 “以人民忧乐

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

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

众诉求”［8］189，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服务人民导向。

很显然，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

状况，时刻肩负为人民谋利益的使命，他们的民生

思想亦是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重要理论来源。

( 四) 自身实践

习近平 15 岁就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落户，开

启了 7 年的艰苦知青岁月。7 年的上山下乡经历，

不仅使习近平的能力得到全面锻炼，更多的是真正

了解了百姓的艰苦、需求，其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升华，立志要“为人民办实事，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习近平在回答记者问及知青生活对其影响

时说，让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定位是人们的公仆，要

将人民的衣食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众多实事求是的

想法都是在知青生活期间生根发芽的，直到现在还

在时刻影响着他［9］。

《摆脱贫困》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

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迫切愿望，这本书记录了习近

平在福建宁德近两年的所思所想所为，其所思所想

所为都源自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幸福高于一

切的核心理念。他提出的 “四下基层”要求则充分

体现了民生至上的思想。习近平向各级干部阐释好

事、实事的内涵可看出他在宁德工作期间早已萌生

出民生幸福观，他明确指出，好事、实事是帮助人

民大众富裕，是解除人民大众衣食住行之忧，是传

播社会正能量、丰富人民大众业余生活，是创造良

好、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摆脱贫困》一书中

记录着习近平始终牢记的一句话: 作为国家的领导

者，对待人民就要如同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如兄长

疼爱自己的兄弟，听其饥寒就为之伤心，见其辛苦

就为之悲伤［10］。习近平对人民有着无比热爱的伟大

情怀，他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把心贴近人民，始终

与人民站在一起。在多次的基层调研、制定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党建部署、商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等

实际工作中，他始终摸索怎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办好事。

二、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民生幸福观是对我国民生建设实践的最

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民生幸福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新时代民生建设稳步向前推进的最新思想武器。

为此，正确认识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内容及深刻思

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以人民为中心

五年前，习近平在接受国外电视台专访时曾说

过，处在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

将人民置于心中的最高位置，时刻谨记责任重大，

要将人民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间，坚定不移地与

人民心心相印。他还反复强调人民是我们共产党人

的衣食父母，要爱百姓如爱父母，要为人民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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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带领他们走向美好生活，党和政府的一切行动的

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实实在在的好日子［11］。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坚持在发展中增进

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人民民主，维护

社会 正 义，保 障 人 民 平 等 参 与、平 等 发 展 的 权

利［12］。为此，他多次强调制定或调整政策措施的关

键要点: 紧密关注社会个体及不同层次人员的真实

需求以及主观幸福感、获得感的变化，比如吃的食

品是否安全，冬天的暖气是否热乎，垃圾焚烧是否

有害健康，养老服务是否舒心，是否有能力租房或

卖房等等实在的有质有量的需求。一切行动的成功

标准在于人民得到真实惠，人民生活真改善及人民

权益得到保障，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判者

和最终裁判者。

( 二) 全民幸福

没有全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小康

就是要保障每个个体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小康，社会才能和谐发

展，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为此，习近平格外强调要

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要让国家现代化是完整、全面、牢固的，就

需要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富强、农民的安居

乐业。农村不能缺席小康社会，全面小康必定要有

农村的小康，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小康; 完整的小康

必定实现了老区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为此，总书

记明确要求，要消除农业是 “四化同步”的短腿问

题和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问题，要通过

富裕农民、帮扶农民，使农业生产经营有奔头，使

农民生活体面，使城乡发展同步，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最终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宏观方面，总书记还叮嘱既要 “做大蛋糕”，

又要 “做好蛋糕”，即经济要稳定增长，而且必须

是“干货”，不能有水分，必须是有质有量的增长。

此外，还要 “分好蛋糕”。最能充分体现其思想的

便是“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这五大新

发展理念，该理念最终落脚点是实现人民共享，而

这种人民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

渐进共享。可见习近平在经济 “三期叠加”新环境

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下更加关注全民切切实实

的需求，更加注重公平效率，将全民幸福实实在在

地记在心上，落在行动上。

( 三) 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统一

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

人民对以往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人民不满足于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需要，

还在文化娱乐、健康环境、发展机会、平等与尊严、

公平正义等方面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习近平指出:

“过去有饭吃、有学上、有房住是基本需求，现在人

民群众有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

住房改善、优美环境和洁净空气等更高层次的需

求。”［8］362“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

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

实感 受 到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的 实 实 在 在 的 环 境 效

益。”［8］365由此可看出，习近平的民生幸福观是物质

富裕和精神富有的统一，他的民生幸福是人民群众

享受美好生活，既包括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要的

满足，还包括安全、环境、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等方面的需求满足，是指人民安居乐业并且真实

享受有尊严的生活。不难看出，习近平民生幸福观

的构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物质生活方面，衣

食住行更便利， “舌尖上的安全”、居住条件舒适，

“房子是用来住的”，生产安全; 二是社会生活方

面，满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需求，工作稳定、收

入满意，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

扶，“精准发力抓好就业”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实现全民健康”; 三是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满足人

民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惠民政策健全;

四是政治生活方面，依法保障人民广泛的权利，维

护人民根本利益; 五是自然生活方面，人民享受清

新空气、干净饮水、优美环境。

( 四) 辛勤劳动创造幸福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人类

社会走向进步的根本力量来源于劳动。十八大成功

闭幕翌日，习近平提出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

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次年元旦又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人民谋福祉的美好事业，亦是

需要通过付出智慧与力量实现的艰辛事业; 接着，

他寄语青少年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基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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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变的基本国情，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需要每个人为之勤恳劳动和艰苦

奋斗。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美好梦想，才能破解发展中的

各种难题，才能铸就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及创造性劳动来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终达到人民幸福的

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与人民的幸福并

非一蹴而就，需要人民辛勤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和美好生活的梦想是靠劳动奋斗得来的，是靠大

家撸起袖子加油干出来的。习近平还引用 “民生在

勤，勤则不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勤天下

无难事”的古训，说明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要辛勤劳动，并且要脚踏实地，敢于善于创造。

这一宝贵思想，正落实在全国人民 “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行动中。

三、习近平民生幸福观的践行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举世

瞩目，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落实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民生

问题不再局限于低层次、单一化的衣食住行，还包

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居住环境、

公共安全乃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内容，与社会

成员的受教育权、生命健康权、劳动权、平等权等

生存与发展权利密不可分，物质上与精神上兼具的

高层次、全方位的民生问题。为此，从社会成员最

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利益问题入手，要稳定民生

财政支出地位，为民生幸福提供物质基础; 要做实

善治理念，充分实现民生幸福的必备条件———民主

与自由; 要创设良好生态环境，为民生幸福提供生

态条件。

( 一) 稳定民生财政支出

民生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生建设的效

果，关系到党和国家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范围和程

度，事关人民生存和发展等权利的充分实现。人民

美好生活的实现依赖于民生财政支出。为此，第一，

适度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比例。经济发展推动公共服

务制度的规范化，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

盖的客观要求需要适度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比例。虽

然我国经济总量大，但也长期面临着因人口基数大、

底子薄而人均 GDP 不高，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现实问题。再者，在新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

势和新常态的国内经济大背景下，民生财政支出有

必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社情，适度增大支出规模。

第二，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结构。民生财政支出应继

续向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重点民

生领域及薄弱环节倾斜。社会保障是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稳定器，是民生财政支出的重点方面。2019

年全国仍有 1 000 余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我

国老龄化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未富先老”问题严

峻，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很大缺口。

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必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持

续投入的关键领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与人民福

祉密 切 相 关。当 前 我 国 就 业 状 况 不 断 得 到 改 善，

2017 年城镇失业率创造了 2002 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点，就业形势整体良好。但随着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变革，就业结构性矛

盾比较突出。政府应多管齐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和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帮扶

下岗工人和就业困难群众实现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第三是提升民生财政支出绩效。健全和完善民生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法规，提高民生财政支出使

用效率。建立民生财政支出绩效指标体系，以提高

人民福祉为战略目标，并将其化为可量化指标和绩

效目标，通过民生支出、过程监控管理、民生效益

三个维度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用好管好民生支

出，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 二) 做实善治理念

人不仅有诸如饮食、住房等基本物质需要，还

有政治需求。要使人民充分享受到生活的幸福感、

获得感，充分保障人民诸如选举权、参与权、平等

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是极为必要的。就一般情况而

言，人民在政治方面的诉求集中于自由和民主两方

面，政府既要确保人民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可以

自主表达个人意愿及需求，又要完善民意与需求表

达的渠道及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机制。自由和民主

与民生幸福紧密相关，是人民享受幸福生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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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保障。因此，政府要强化善治理念，做实善治

理念，进行公共政策决策时应将人民生活的痛点、

难点、焦点纳入考虑，让人民自由参与到目标决策

和实践过程中来。只有目标的决策与实施得到人民

的赞同与支持，才能充分彰显其民主的真实性。并

且对人民的诉求要及时且负责地回应，不得随意拖

延或“冷处理”，还应当不定时地积极向人民解释

政策、征询不同意见及答疑解惑，回应的力度越大，

人民的公共价值就越大，存在感就越强。研究表明，

在执行政治程序的过程中，对人民偏好愈是严肃关

注，人民的幸福感愈强。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关键历史阶段，各种矛盾交叠共生、错综复杂，要

提升人民的幸福水平，政府要争做贤明者、引领者，

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层面既要推进协商民主，将

权益分配坚持贯彻于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又要防止

偏差，保证人民的民主与自由全面真实地得到体现。

这不仅是政治优势的增加和扩大，也是人民幸福感

的增量，更是质的提升。

( 三)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总是不满足的，总是存在不断的需求，而且

这种需求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样性的综合，是自

然需求、社会需求及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实在复合。

假若生态环境清新绿色，那么不仅可以减少疾病的

产生，生命健康可以得到良好保障，而且还可由此

带来审美享受和快乐感，让人民的精神层次得到不

断升华。习近平曾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最为

公平的公共产品，亦是最具普惠性的民生福祉。对

于谋求生存的人来说，金山银山是不能代替绿水青

山的，因为绿水青山是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

即便是挣得金山银山，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都是

有问题的，又何以称得上幸福［13］? 还明确提出 “环

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4］。为

此，加紧生态文明建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

生态系统和谐运转是实现民生幸福较为关键且迫切

的要求。政府要制定环境政策，加紧推动环境立法

审议，积极宣传环境保护，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吸纳和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意见，推

动生态环境绿色治理，让人民享受绿色宜居的生活

环境，享受清新自然的空气、清洁干净的水源、绿

色新鲜的食品等，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安全感和

满意度，促进幸福感的升华。只有将以往注重追求

财富增长的社会发展目标转向追求财富增长与生态

环境并重时，人民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只

有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人与自然互

为依存和谐发展，人民才能享受长久稳定的幸福;

也只有尊重人民的环境诉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态环境需求，向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人民才能实现幸福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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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Effect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of High－Level
Talent Policy: A Mixed Method Study Based o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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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policy system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 This paper，based on exploring how high － level talent policy is implemented and wor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s aimed at filling the blank in current talent policy research and providing a basis for policy
innovation. This paper adopts a six－stage mixed method and mak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of various
talents’needs and satisfact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46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By borrowing the
experiences of talent policy in Guang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and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data，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urrent policy can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policy innovation in four aspects of talent introduction，service，incentive and cultivation.
Key words: high－level talents; incen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licy innovation; mix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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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Well－Being and Its Path of Practice

XIE Meijiea ，WANG Jieb

( a．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 College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Abstract: The people’s well－being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goal of all practical work. 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well－being with its distinct excellent traditions，theoretical origins，ide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has developed and deepened the Marxist view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guide to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achieve the great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in order to improve people’s well－being，we shoul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of people’s
livelihood，practice good governance and develop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ist countries，but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Xi Jinping; concept of people’s well－being; basis of formation; path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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