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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幸福的实
质及奋斗与幸福的关系多次发表讲话。他在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
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
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
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
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1]这些重要论述形成了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即个人幸福来源于自身奋斗，
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个人只有在为实现中国
梦不懈奋斗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感。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包含着奋斗和幸福的辩证统一关
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
表达形式，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指明了方向。

一、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幸福
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产生的，它存在于奋
斗之中。人们通过奋斗可以逐渐摆脱内在和外在的
限制，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此外，幸福的获得，
既要有奋斗实践创造的物质丰裕，也要有精神发展
带来的主观满足。同时，个人只有在奉献社会、服
务他人的过程中，才能将个体幸福与人民幸福统一
起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幸福。只有社会发展与个
体发展同向同行、齐头并进，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
幸福生活。

（一）幸福是社会劳动与主体享受的统一

人们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和永不停歇的奋斗，
才能体味真正的幸福。不经过奋斗的索取和贪图享
受的“幸福”都是异化的幸福观，是完全不可取
的。幸福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要通过不懈奋斗去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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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获得。社会劳动作为奋斗的表现形式，是人区别
于动物的标志，是幸福的源头活水。幸福离不开现
实的主体，也离不开社会劳动。主体只有发挥主观
能动性，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改造客观世界，创
造人类生存必需的物质资料，以满足主体的生理需
要；主体还要积极改造主观世界，提高道德素养，
创造精神财富，以供精神享受。换句话说，主体通
过社会劳动，创造物质消费资料和精神消费资料，
享受到劳动的快乐，体味到精神的幸福。这种精神
快乐又会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增强人们的斗志，
促使人们参与新一轮的社会劳动，创造更多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人们就是在循环往复的劳动中，
创造更多的劳动产品，拥有更多的精神养料，获得
更长久的幸福。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幸福不
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上天的恩赐。

（二）幸福是物质丰富和精神发展的统一

奋斗实践创造物质幸福，精神发展助推精神幸
福，两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在西方哲学史上，
曾经出现享乐主义幸福观和禁欲主义幸福观两种流
派。它们割裂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都是片面的、
狭隘的幸福观。享乐主义幸福观认为，人生当及时
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追求纯粹感官的刺激和满
足。这种幸福观是极端片面的、自私的，没有精神
引领的幸福，是短暂的、浅薄的。而禁欲主义幸福
观则与享乐主义幸福观刚好相反，它主张禁欲，克
制物质的享受，片面追求精神的满足，发展成精神
的完人，物质的矮子。这种幸福观有违人的本性，
灭人欲，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不合理的。习近
平奋斗幸福观高举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旗帜，坚持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指导人们追求真正
的幸福。

马克思指出：“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
觉。”[2]这句话揭示了物质资料的满足是一个人必
不可少的生理需求。离开了由奋斗实践创造的物
质，精神幸福将失去根基，人的幸福将变得残缺不
全。人在奋斗实践中生产的物质财富，奠定了精神
生活的基础。同时，精神的发展也会影响物质生

活。因为，精神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的，它也可以
反作用于物质。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可以调动人
们奋斗的积极性，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相反，就
会起阻碍作用。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
系。幸福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也是奋斗实践和精
神发展的统一。具体而言，人们的奋斗实践创造了
丰富的物质资源，满足了初步的生理需要，生成物
质层面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基础性的、简单的，就
像人饿的时候能吃饱饭就感到幸福，冷的时候能有
衣服穿就会产生幸福感。由此可见，物质层面的幸
福是最基础的生理需求，也是最简单的快乐。经过
4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物质财富积累较快，
绝大部分人都拥有必需的物质资料，并开始追求精
神层面的幸福，渴望过上幸福愉悦的美好生活。这
种幸福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大程度上的精神满
足，它建立在精神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只有人们的
道德素养不断提升，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精神得到
充分地发展，人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实现物质
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

（三）幸福是个体幸福与人民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指出：“如果我们选
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
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
永远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3]习近平总书记也强
调，要“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
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
明风尚”。[4]个体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
人民的幸福努力工作，才能完善自身，进而获得更
大的幸福。习近平奋斗幸福观所指的幸福，不是单
个人的、自私的、微弱的幸福，而是个体幸福与人
民幸福的统一体。人民幸福是个体幸福的前提，个
体幸福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就其现
实性而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
决定了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存，个体幸福和集体
幸福都要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如果在战火纷飞的国
家，人们流离失所，人民幸福得不到实现，个体幸
福也无从谈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平安是
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5

提。”[5]在新时代，安定的社会环境，国家的快速
发展，才使人民幸福得以实现。而彰显人民幸福，
将为个体幸福的实现创造条件。当然，个体幸福也
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在不损
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的前提下，要大力支持个体
幸福的实现，它是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只
有为个人追求幸福创造更多的机会，帮助个人提升
幸福感，才能调动个人奉献社会的积极性，才能促
使个人为实现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奋斗幸
福观将个体幸福和人民幸福联系起来，成为统一的
整体，揭示了幸福的真正内涵，为我们指明了追求
幸福的方向。

（四）幸福是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统一

幸福不同于快乐，它是人的类本质得到确证
而获取的愉悦体验。它既依赖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
客观条件，也有赖于个体发展所形成的主观认知。
个体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发展为个体
搭建更高的平台。只有两者保持一致、相互促进，
人民的生活才能更加幸福美满。当前，我国社会发
展主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个体发
展主要是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更加
发达，政治更加民主，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
谐，生态更加美丽。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生活带
来巨大的改变，人们腰包鼓起来了，脑袋充实了，
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社会的健康发展
赋予人民幸福以新的时代内涵，加深了幸福的厚
度。个体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自我、顽强
拼搏，推动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有效提高创造幸
福的能力。正是个体的全面发展，促使幸福得以感
知和分享，从而拓宽了幸福的广度。

二、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内在
包含着系统性的结构，体现了奋斗和幸福的内在关
联。把握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本质联系，是理解这
一观念的前提。奋斗是为了达成某个目标积极进取
的实践形式，其价值归宿是获得幸福。而幸福是人

们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愉悦的精神体
验和情感认同，它不能须臾离开奋斗的实践。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只
有在奋斗中，才能收获幸福，实现美好生活。

（一）奋斗是幸福的实践基础

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奋斗构成了幸福的实践
基础，使幸福由可能变成现实。在这里，实践是联
系奋斗和幸福的纽带。所谓实践，是指人们为了满
足某种需要而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社会历史活
动。实践的过程就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的过程。实践是奋斗和幸福的联结点，通过奋斗的
实践，可以使幸福从抽象的遐想中抽离出来，并赋
予幸福以现实的因素和实践的基础。幸福本身是抽
象的精神诉求，而奋斗的实践为其提供了不间断的
动力，使幸福更加持久。

奋斗是幸福的实践基础，内在包含着两层意
思，即个人奋斗的实践经验成为个人幸福的现实元
素，集体奋斗的实践经验构成人民幸福的现实根
基。一方面，个人奋斗奠定了个人幸福的物质基
础。每个人的幸福体验不同，需求层次不同，但幸
福的实现都依靠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个人奋斗的过
程中，可能苦乐参半、悲喜交加。无论是成功的奋
斗实践经验，还是失败的奋斗实践教训，都是个人
发展的宝贵财富。这些实践经验将成为个人幸福的
现实元素，提高个人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
另一方面，每个人的幸福如涓涓细流，最后汇合到
一处，变成无边大海，即人民幸福，这是全体人民
共同拥有的幸福。人民幸福的获得，要在共同目标
的指引下，通过集体奋斗，积累实践经验才能得以
实现。在新时代，就是要在中国梦的感召下，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通过
共同奋斗，追求更高层面的人民幸福。只有集体奋
斗的实践经验才能构成人民幸福的现实根基，使人
民的幸福感更加强烈。

（二）奋斗是幸福的实现途径

幸福不是从天而降的馅饼，它需要依靠奋斗
去实现，奋斗是幸福的实现途径。换句话说，幸福
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劳动创造幸福。马克思主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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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确认了人的本质，使个人的价值得以实
现，促使个人实现生存的意义。同时，人的发展也
是在劳动中实现的，劳动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实现
人发展的意义。而劳动的成果使个人获得成功的喜
悦，实现享受的体验。幸福总是在辛勤劳动和不懈
奋斗中实现，“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
劳动来创造”，[6]奋斗是实现幸福的重要途径。人
们在奋斗中，不断挖掘自身的潜能，认清自身的需
要，不断提升个人能力，增强个人的幸福感，并学
会分享幸福，给其他人带来幸福。

奋斗要有明确的目标、持久的动力。一方面，
人们在奋斗之前，要明确为何奋斗，也就是为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及个人幸福而奋斗。目标明确后，
就要不忘初心，朝着前方，奋勇前行。在实现个人
幸福的同时，为他人创造幸福，提升人民的幸福
感。另一方面，奋斗要有持久的动力，这种动力来
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信
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秉持这样的理想信
念，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奋斗的脚步更
加坚定。同时，在奋斗的过程中，也可以品味到奋
斗果实的甜蜜，既收获人生的喜悦，又为他人的幸
福创造条件。

（三）幸福是奋斗的主要目的

幸福作为奋斗的主要目的，内在关涉人的德
性和奋斗的实践活动两个因素。幸福不是单一的主
观体验和视觉冲击，它是有德之人通过奋斗的实践
创造出的积极感受。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就是
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7]幸福是人们
奋斗的最终目标之一，它指引了奋斗的方向。奋斗
不是漫无目的的实践，它旨在追求物质幸福和精神
幸福的统一。在奋斗的过程中，主体从物质生产的
实践活动中，体验物质充裕的幸福，在精神文化活
动、社交活动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此外，对于个
人而言，砥砺德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也是一种
自我奋斗的表现。个人只有具备美好的品德，拥有
较好的实践能力，才能把握幸福的真谛，探求真正
的幸福。奋斗犹如在大海中驾船航行，幸福便是海
上明亮的灯塔，引导着人们朝着幸福的彼岸驶来。

而幸福往往不是轻易获得的，不经历风雨，就无
法体验真正的幸福。另外，幸福有多个层次，通过
初步的奋斗，可以浅尝幸福，但要获得高层次的幸
福，还要持续不断地奋斗，把个人幸福融入人民幸
福之中，在奉献中实现人生的最大幸福。

唯有不断奋斗，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奋斗者是精神上最为富足的
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8]新时
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个人只要坚持正确的奋斗方
向，立志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而奋斗，就一定能创造辉煌、收获幸福。人
们在奋斗中创造价值，在奋斗中体验幸福，在奋斗
中分享幸福。毋庸置疑，新时代的奋斗者是最幸福
的人。

三、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当代价值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的，它
是人们所追求价值的最高层次，作为内生动力推动
着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在新时
代的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新时代的发展。新
时代是奋斗者、搏击者的时代，我们要在实践中，
与人民同在，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奋
斗幸福观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融入了新时
代的实践要素，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当
代，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为传承永久奋斗的传统提供
价值依归和行动指南，有力推动了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指导了人类幸福生活的构建，推进了中国梦的
实现。

（一）为赓续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提供基本遵

循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
奋斗的伟大传统。早在8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
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
传统就是永久奋斗’。”[9]事实证明，新中国的成
立，民族的振兴，都是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结
果。迈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更
需要我们坚持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习近平奋斗幸福
观赋予“永久奋斗”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传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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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奋斗的光荣传统指明了价值依归。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要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跑出更好的成绩，用奋斗书写
无愧于时代的绚丽篇章。永久奋斗不是漫无目的的
蛮干，而是有明确方向的实践。奋斗幸福观告诉我
们，实现人民幸福、推进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就是
永久奋斗的价值归宿。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为继承永久奋斗的伟大传
统提供行动指南，为当代青年发扬光荣传统指明方
向。新时代的青年要把“永久奋斗”作为青春最鲜
亮的底色。一是要树立远大理想，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要勤
学苦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造就过硬的本领，
努力成为时代新人；三是要磨练意志，心存韧劲，
将永久奋斗的精神落实到人生的各个阶段。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不耽于享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斗
志，进而在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指导下，将永久奋
斗的传统发扬光大，以奋斗之我圆梦青春中国。

（二）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思想启迪

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发
展的条件，只有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
能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幸福。这种奋斗幸福观把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引导人们
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推动自身的全面发展。这种
奋斗幸福观告诉我们，要坚持人的类特性和社会性
的统一。人作为现实的个体，自觉地参与创造性活
动，这是人的类特性。个人只有通过自身实践的努
力，促进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其类特性，才
能获得个人的幸福。而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需要
在社会实践以及和他人交往中，完成人的社会性，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借助社会实践实现自身
的发展，同时人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提倡奉献社会、服务他人，
把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作为幸福的评判标准。这
有利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奋斗观及幸福
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从点滴小事做起，
为社会多做贡献，那他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幸福的
人。生活在新时代，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享受着国

家、社会及他人的关爱，但同时，每个人在追求自
我价值的过程中，也要学会奉献。因为自我价值的
最高体现就是奉献社会，人们在为他人谋幸福的过
程中，自己也将获得更大的幸福。

此外，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告诉人们，在为幸福
奋斗的过程中，要注意人的身心健康。健康的身心
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根基。人的健康不仅仅
指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这两者是辨证统一
的，缺一不可。当下社会快速发展，快节奏的城市
生活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
生活压力。有的人为了获得物质幸福，而忽视了身
体的健康；有的人面对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力，
产生心理问题。诸如此类问题的形成，究其原因之
一，在于没有全面理解奋斗与幸福的深刻涵义。习
近平奋斗幸福观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奋斗与身心
健康的关系，在为个体幸福和人民幸福奋斗的过程
中，关注身心健康，坚持锻炼，强健体魄，有压力
要学会释放，有心理问题要及时解决，从而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为构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实践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为人
们创造幸福生活提供了科学的方案。实践证明，习
近平奋斗幸福观最贴近人民生活，阐明了奋斗和幸
福的关系，阐述了幸福的内涵及价值等，指导人们
在奋斗中追求个体幸福和人民幸福，最终迎来人类
的幸福生活。

古往今来，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古人
提出“大同”、君子及圣人等理想人格。古希腊哲
学家柏拉图勾勒“理想国”，近代空想共产主义者
构想出“乌托邦”及“太阳城”。这些思想家所勾
画的关于幸福生活的理想图景，虽然美轮美奂，但
脱离实际，回避现实问题，终成一座座空中楼阁。
幸福来源于奋斗实践，而自觉的奋斗实践是建立在
人们对追求幸福的渴望和全面理解的基础上。生活
在新时代，人们希望拥有更幸福的生活。但如果人
们不了解什么是幸福、如何追求幸福等问题，那人
们就会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迷失自己，可能为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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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片面追求物质幸福，而忽略了精神幸福。当
下，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物质财富越来
越丰裕，但有些人幸福感却没有同步提升，这固
然有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原因，但也和对幸
福的理解缺失有关。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作为一种科
学的幸福观，对于我们追求幸福生活有着重大指导
意义。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明确的目标指引
下，人们才能通过奋斗，去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立足于奋斗实践，有着科
学的实践基础。它不仅关注人们当下的生活处境，
力图改变现存的生活状态，而且鼓励人们去创造更
加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为，幸福不仅仅
指物质幸福，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人们要努力奋
斗，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幸福。此外，幸福不是
单个人的幸福，不只是自我的物质和精神满足，它
还包含人民幸福。个人在实现幸福后，不要忘记为
社会做贡献，为人民的幸福而继续奋斗。而人民幸
福的实现将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成就
感。同时，习近平奋斗幸福观教导我们，要注重长远
的幸福目标，为实现长远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实践。

（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10]中国梦是个体幸福、人民幸福和国家幸
福的高度统一，蕴含着党对人民幸福的新见解。人
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人民的幸福感越强，
那么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就越强。亿万人民
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人民作为勤劳的创造者，拧成一股绳，就能攻艰克
难，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加快民族复兴的步
伐，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
幸福只能靠自己的不懈奋斗来创造。同理，国家富
强也要靠人民齐心协力的奋斗来实现，依赖别国的
施舍，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这种正确的奋
斗幸福观指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目
标，顽强拼搏，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中国经
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人民

的精神生活明显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
中央，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
在这种科学的奋斗幸福观指导下，我们日益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告诉我
们，在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人民幸福，
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创
造，幸福的果实理应由人民共享，让广大的人民群
众都能获得幸福。当前，我们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期，举国上下都在为这个宏伟目标而奋
斗。事实上，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过
程，也是追求人民幸福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实现，将带来社会的幸福，而社会幸福为人民幸福
创造便利条件，加快人民幸福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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