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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ppiness is a struggle” discuss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reflecting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struggle happines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thics, value, morality and belief, 

and explains “Depending on whom and for whom”, which becomes the guideline of the communist s thought and action. 

The view of struggle for happiness implies that “Pract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to test the truth of knowledge”, which 

validates the law of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alternation of social forms, and proves that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driving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culture and advancing 

the good-to-wisdom of comm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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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论述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哲学蕴意。从伦理、价值、道德和

信仰四个维度分析奋斗幸福观，解释了“依靠谁、为了谁”，成为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幸福奋斗观蕴含着“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验证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与社会形态更替，论

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驱动着先进文化的良性发展和推进共同治理的向善向智。 

关键词：幸福奋斗观、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理念、社会矛盾、共同治理 

1. 前言

《决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党中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回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的百年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1]，改写国家蒙辱的劫难史、人民蒙难

的屈辱史，发展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扫除文明蒙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处于以不断拓展的实践空间

契合不断延展的人民需求场域的治理格局中，拔萃历

史实践的投影，把握奋斗幸福观的核心要义，探求着

奋斗幸福观的逻辑体系与价值旨意。培育奋斗幸福观，

以追梦人的视角解读宏大叙事和微观变迁，谱写中国

梦的音符，扩展叙事时空，贯彻落实奋斗幸福观的新

理念，诠释奋斗幸福观的多元维度，重构文明新形态

的奋斗幸福观追求。 

2. 奋斗幸福观的生成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中“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观

点，论述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哲学蕴意。奋斗幸福观的养成动机解释了“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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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了谁”，成为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思想遵循和

行动指南。 

（一）奋斗幸福观的伦理维度

幸福体验的诉求来自于比较的获得，开放时期，

社会分工的颗粒度凸显，评价体系的科学化促使共建

共治共享新格局的生成，团体互动所产生的价值增效

强化个体之间的黏度，自比的外部环境改变，产生“他

比”差异比较，形成了“自比”到“他比”的伦理转

化。进入新时代，个人追求的内容逐步脱离物欲的束

缚，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他

比”的差异导致社会流动不确定性问题。需要公共权

力发挥效应，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共治理，推动社会运

转回归到生产生活的自我性秩序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比较主体匹配的需求产生了自适应性逻辑转化，需

求的内生动力从比较式微转为追求奋斗的幸福感体

验。这种体验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是具象化的主

体，不是抽象共同体的工具；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不

是受局限于机械必然性。从伦理角度看，培育奋斗幸

福观具备二象性特征，个人奋斗产生了自我感受和社

会效应的双重反馈，这种双向反馈的幸福感紧密着和

人民的信任关系，聚合小我与大我在同一空间平面的

融合，重视人超越物质的价值考量，拓展创造性的广

度空间，将奋斗幸福的本质回归到创造上，回归到个

人体验的自我肯定中。 

（二）奋斗幸福观的价值维度 

中国社会追求幸福之道，追溯到孔子“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讲信修睦”达到最高

境界。“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

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新文化运动主张

以科学和民主的武器来改造国民思想，以谋求“得到

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不忘为人民谋幸福初

心的中国共产党，历经不懈奋斗，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求大同”到

“谋幸福”，诠释了中国现代化式的自由和平等，实

现了人的自由发展，显示出无差异性意愿豹变为与外

部环境协同的独特性意愿。奋斗幸福观强调人民意愿

的独特性，构建了幸福的多向度追求的目的场域，高

度融合党性与人民性，推进坚定人民立场和把握辩证

唯物主义视野的群众史观高度统一。在脱贫攻坚中，

共产党人强化奋斗意识，扎根基层，带领贫困乡镇从

习俗型乡土社会转型到契约型现代社会，纳入共同体

治理体系中，实现共同富裕。奋斗幸福观的立足基本

点在民生，将幸福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映射到人民生

活生产的空间中，通过感性认识的积累逐步变为理性

信念，是人民意愿的公共实现。共产党人发挥能动性，

以追求人民幸福开展实践，在资本以及权力等物质扩

张中调节控制，激活社会内生动力，增强社会韧性，

寻求人民情感共识、共情和共鸣的最大公约数，体现

奋斗幸福价值的意义。 

(三)奋斗幸福观的道德维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优秀传统历经千年取精用宏，

孕育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幸福文化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具有道德品格

和人文情操，是在应对风险中，建立起超越外在性的

自我规范，以形成在公共领域的良好秩序。道德能量

场的增强，打通了不同理想、不同观念的局限，包容

着各个阶层对幸福的不同追求，涵盖着每个人对于奋

斗幸福的不同定义，拉近了信任的距离，释放了法治

治理的压力。道德秩序的建立，确保社会成员伦理界

限，有义务行使社会改造，对客观世界探索与创造。

注重共产党人的家风建设和道德规范，培育嵌在核心

价值体系的奋斗幸福观，引导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是

实现中国梦的集体价值，“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四）奋斗幸福观的信仰维度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共产党人冲锋在前、英勇无畏的政治本色没有变，坚

定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信仰没有变。革命战争时期的

共产党人，坚定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信仰，为革命

事业奋斗终身，开辟了中国发展新纪元[2]。社会主

义建设初期的共产党人，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信仰，为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懈奋斗，始终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道路。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不忘以人民为中

心的初心，为努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开

辟中国之治新时代。无论是穿过峡谷、踏过冰河的边

防战士，还是戎马半生、深藏功与名的时代楷模张富

清，无不彰显着自我牺牲、为党为民的军人本色，他

们对国尽忠的信仰为人民幸福提供了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的安全保障。信仰支撑下的“为他”提升了主体

自我的精神高度，强化内在需要认同，承载着历史深

刻和人文厚度，不断激发着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幸

福感。 

3. 奋斗幸福观的要素向度

奋斗幸福观本身有着清晰的理论脉络和丰富的

内涵，为应答时代命题、破解社会性顽疾提供了解决

途径所需的思想力量。 

（1）哲学向度 

1、蕴含着“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
准” 

对“物质世界改造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

属性”这一论断。从实践表征来看，人类有意识地进

行创造而获得的体验，在完成了物质目标的同时，还

收获了满足感的心理预期，并能够以此作为检验创造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214

440



价值的标准。奋斗本身具有实践的过程属性，这不仅

是对客观事物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还能形成对实施改

造主体的情感折射。奋斗幸福观重新定义了奋斗的政

治蕴意，将人民奋斗同人民获得感连接在一起，以社

会整体幸福指数为衡量标准，以科学真理为评价准则，

体现价值秩序的真理性。工作检验的实际内容有了判

断导向，意味着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多元格局产生，

公权对公共资源的分配有了更合理的协调空间，促进

了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与对公众选择的充分尊重，增进了人民幸福感，加强

了社会自主秩序的稳定性，对增加公共治理弹性和韧

性提供了正向的反作用力。行之力则知愈进，改革开

放四十年的具体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大踏步融进时代潮流，为在民族复兴中主动求变积累

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向世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依靠社

会主义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版本。知之深则行愈达，

我国在推行“一国两制”中落实香港特色民主制度，

符合港人根本利益，诠释了民主的新定义，彰显了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2、验证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与社会形态
更替 

关于社会发展的因由，唯物辩证法做出解释，事

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

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学界认为是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之间相互联结、制约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社会

基本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对于历史叙事规律和

内在变化，一直以来以革命范式为主导的基本矛盾学

说洞悉了阶级社会更替的革命动力。此后现代化范式

框架的确立，使得现代化进程的叙事脉络围绕解放发

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展开[3]。两个框架相互套嵌，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彼此之间对于历史过程和发展的

社会形态更替，诠释了五位一体的综合定位。人类历

史的演变，可以说是奋斗的结果，奋斗不仅创造了物

质财富，为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更为人民带来了精

神财富与世代的传承。幸福的本质是精神认，是所期

许的获得感是否同现实基础相契合，更多的是一种心

理体验，是个体的精神状态。奋斗体现在人民生活的

具体实践中，反映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在不断的

演变中，不断的经过人民奋斗状态的检验，不断经历

着人民幸福感的考量。致力于社会幸福而凝聚的奋斗

力量，在民族危亡中，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

专制制度。在奋斗的道路上，无数仁人志士奋发图强，

以唤醒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己任，追求科学民主的幸福。

直到共产党人扛起大任，历经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

开辟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性局面。在艰苦卓绝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共产党人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变

化着的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奋斗的政策方针，掌握了事

物的矛盾法则，分清矛盾的价值排序，明辨矛盾特殊

性所要求的方法论，并运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

建设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3、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通过奋斗追求幸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动因，

以大历史观的视角纵观史实，人民发挥主观能动发现

物料，利用自然创造工具，生产出满足人的物品。物

质多样性增多，倒逼物品流通形成了适合当时生产力

的生产关系并衍生出各类制度，构建了复杂的人的体

系。在历史的推演中，人民不堪压迫奋起反抗，战胜

了横暴权力，在乱世中，社会任然能够短暂平稳发展

的根源仍来源于人民的自治，不管是精细分工促使人

民形成共有认同，维系着公共治理中价值观普遍协同

所形成的同意权力，还是礼治秩序下社会行为规范遵

循着以教化传承所认可的区域真空中的长老权力，都

直面展现了雏形状态下的民主存在。中国人民的奋斗

史就是一部向往幸福的追求史，他们创造了历史，并

囊括了对个人的微观肯定作用，放置于人民的全盘中

考量。除了构造社会体系，中国人民还书写了波澜壮

阔的文明发展史。惊叹于世界的四大发明从古老的中

国诞生，蔚为大观的诗词歌赋培塑了中华精神，人民

勤劳勇敢的奋斗形象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和世界动

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在经验总结出的唯物

史观引导下，打破唯心迷惘以及宿命论的束缚，在现

有的物质基础上和社会客观条件下，脚踏实地的追求

幸福，创造幸福，锐意进取，形成有接续性的、有实

际成效的奋斗方法和奋斗精神，发挥人民主体作用。

民为邦本的真理意识历经数代生产方式演变而成，在

生产力解放中不断加深牢固。人民主体的自为将被动

创造变成主动出击，发扬着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

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4]，在每一个新社会阶段中，

改造积累着的原始经验，迸发创新思维亮点，深化着

实践中的智慧成果。 

（二）客体向度 

1、驱动先进文化良性发展 

在物质充沛的基础之上，人民不断通过奋斗寻求

幸福生活，共产党人不断凝心聚力、自我革新，力求

满足人民新期待，中国特色社会先进文化是激励全党

各族人民砥砺前行的奋发动力。奋斗幸福观以马克思

主义为思想指导，强化文化宣传事业的坚实支撑，以

政治自觉驱动文化的行动自觉，团结民族力量在守正

创新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奋斗精神发展先

进生产力，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在生

产力推动下的文化反哺，孵化为新动能，“软件”、

“硬件”相结合，不断提升承载先进文化形式的公众

参与度和覆盖面。幸福观保持着文化先进性的与时俱

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辨别糟粕文化和异质文

化，弄清楚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统

一关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注入时代精神和

人文关怀，驱动精神前行超越物质发展，让党的全部

理论和工作富于创造性，培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面向现代的文化。幸福文化以人民为中心，老百姓关

心什么，期待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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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享受与之相应

的多样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把握人民需求，坚

守共同的审美理想，保持特有的独立价值，让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当下的文化先进性同科

学精神相协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核心动能，也

是精神生活依托的建设基础，把弘扬科学精神和倡导

人文感性精神相统一，让融合科学后的先进文化引领

时代。面向世界打开大门，博采古今中外，海纳百川，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植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

践，保持奋斗幸福观的文化先进性。 

2、推进共同治理的向善向智 

以奋斗幸福观为基础的共享共建理念深入社会

治理现代化体系中，通过激发人民创造性，增强对国

家治理的认同，激活社会内生动能，推动共同治理向

善向智。共同治理的平台搭建从政府单向度到社会参

与的多向度转变，加深了信息传递处理场域的复杂性，

个人表达被征询，个人意愿被尊重，打破了法治社会

的刻板印象，创造了法治制度和习俗文化的共生，基

于信任的治理获得更多的良性互动优势。核心价值的

具体实践，内化了伦理规范，并以包容的姿态拢聚了

各类公共空间，多样性空间的持续拓展，增加了发展

动态的风险和不确定，信息化与法治化成为自治的向

善法宝。数字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开拓了共同治理的

协同空间，人民以团体或个体的身份完成社会责任，

承担起新产业平台的应用实践，被调动的积极性反馈

到具体领域进行革新的活动，促进了治理体系的智治。

法治化优势提供了共同治理的合作保障，在科技协助

下，决策的制定-实施-效果-再制定的反馈链缩减了

循环时间，同时个人和政府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固化关

系中抽离出来，依靠制度缔结成有效的治理共同体，

处理矛盾与纠纷的应对措施得以快速的调整，治理压

力被释放，维持了组织的完整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4. 结论

奋斗幸福观是中华优秀文化凝结成的思想精华，

无论是在客观环境改造中，还是在社会形态的形成更

替中，都发挥了基础性的直接作用。通过蕴含着对希

望的向往和对人生的追求的奋斗力量，创造出包含着

人类共同美好情结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机制

的幸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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