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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这一征程

就是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方面协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和国家从宏观角度规划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总体建设的大方向,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贯彻整个过程,将其作为价值理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始终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和党的宗旨才能从始至终保持一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才能从始至终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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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as also opened "new journey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moving towards a better life". This journey is to build a powerful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through 

coordinated promotion in five aspects: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colog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planned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at is, the five in one overall 

layout and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which has always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as a value 

concept. The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lways to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nly by taking "people-centered" as the value concept, ca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rty's purpose in the new era be consistent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consistent from beginning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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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卓越探索而发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

关乎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伟大事业。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的领导集体，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勾画出国家发展的宏观蓝图，即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了发展的总方向。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理念始终贯穿于建设的方方面面，是必不可少的价值依据。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方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同时立足我国发展现状，对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的历史分期进行了总结，将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称为“新时代”，为中国人民继续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新的历史坐标。 

1.1 新时代的内涵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长期发展成果积淀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特征和发展要求，创造性地将其界定为“新时代”，并将新时代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凝练为“三个意

味着”和“五个是”。“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是”的概括，科学解答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举何种旗帜、走何种发

展道路、要完成何种历史任务、要坚持何种发展思想、要达到何种发展目标、要实现何种梦想、要处于何种国际地位、

要对人类作出何种贡献等重要问题，对新时代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精辟阐述，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又敏锐捕捉了新时代的新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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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征，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辩证智慧，是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方位的珍贵资源。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标志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我们党敏锐而准确的把握到这一变化，根据这一变化判断，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已经不再是突出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丰富，人

民的需求进一步发展，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美好生活的内涵提示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已不仅仅是对物质产品

和文化产品的需要，人们有更多的意愿要求民主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希望社会更加安定和谐，希望家园更加绿色美

丽。人民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既体现出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

和挑战，这就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充分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着重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只有突破发展在平衡性和充分性方面的瓶颈，才能充分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不

断的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十九大报告指出，应辩证地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既要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然取

得的卓越成就，又要认清十八大以来开启的新时代的阶段性国情。新时代经济发展仍然十分重要，但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更要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
[1]
。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前提下，立足我国新时代特征和社会

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事实，提出了未来建设的总目标，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奋斗”
[1]
。这一目标明确地提出，要协同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以习近平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勾画了宏观蓝图。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现

代化，既包括了经济水平的提升，也包括了民主法治的健全、文化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和谐稳定、生态环境的优美，

五者缺一不可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共计五个方面，协同开展，

最终实现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文化上丰富、社会和谐和生态环境美丽的现代化强国。 

经济建设是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情况

和新问题有准确了解，深入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政治建设是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受经济社会基

础所决定，同时也极大地影响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以及良好的政治环

境等方面为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服务。 

文化建设不断提供精神方面的发展动力，为发展不断提供智力支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3]
，是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文化能够为实现民族复兴汇

聚磅礴动力。是否能获得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精神文化需要，是人民判断生活美好程度的一个重要角度。 

社会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和前提，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保证社会安定和谐。要

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首要的便是保障民生，解决好与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问题，社会才能安定和谐。 

生态建设维护自然环境，为发展奠定生态基础。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建设将经济社

会建设的各项工作纳入生态圈的良性循环之中，从而保障经济社会建设工作的可持续进行。生态建设是随着我国进入

新时代以来，突出强调的建设方面，也是新时代建设的迫切要求。 

从突出强调经济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方面建设协同推进，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

也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期望，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

才能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难题，从根本上化解发展在平衡性和充分性方面的难题，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最终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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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一直以来不断始终坚持的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能只作为空洞的口号，而应切实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起到价值的引领作用。

只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彻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当中，才能保障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不偏离

党的宗旨，始终不偏离共产主义理想。 

3.1 建设共同富裕的经济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党做出的准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稳定是前提，保持经济发展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持续增长，并居于世界前列。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每个人的发展

提供物质基础，人民既是经济建设的依靠力量，也是经济发展果实的主要享有者，改善民生始终是经济建设的价值体

现。我们党始终以人民利益而奋斗，我国是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始终是重心，只有经济繁

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获得丰硕

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重要基础。 

3.2 建设公平民主的政治 

我们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在宪法理念上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在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上强调人民内部

的广泛商量，通过内容更加广泛，层次更加深入地扩大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通过更具体、更现实地保障人

民的利益，这充分体现了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身作则，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视察民情、听取人民的意见。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央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指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我国民主制度

和民主理念方面的以人民为中心。 

3.3 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 

人民是文化产品的最大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产品最大的需求者，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

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3]
。让先进文化为人

民服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 

3.4 建设安全和谐的社会 

社会建设离不开改善民生,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排在首要位置的，就是要把民生问题解决好,人民的安居乐业是社会

和谐安定发展的基础。党始终都是干实事、不流于形式，始终保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自身的需求，守住人民群众的

心。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有利于社会矛盾的更好解决，有利于和谐社会环境的营造，对我国完成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的攻坚任务具有深刻意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后盾。 

3.5 建设绿色美丽的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环境污染、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成为新时代我国发展急

需解决的难题。新时代人民更加迫切地要求绿色美好的环境，这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美好

生活的要求。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大家园，绿色优美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十九大报告中提到，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象地表明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决定，修复生态，改善环境成为新时代我国建设社会

主义的客观要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主旨，从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开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的辩证智慧在科学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充分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方面得到具体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蕴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过程当中，发挥出强大的价值引领作用。 

4 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作了系统回答，“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理念是此问题的具体化。在新时代，全面开展和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十八大

以来，我们取得的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自然会增强了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其获得人民

的承认、支持和积极参与，更加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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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持续和稳定地开展下去，必须始终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

在经济建设上努力追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政治建设上努力追求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文化建设上努力追求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在社会建设方面力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力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同时让，建设的成果更多地服务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又一次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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