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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综论

谢元态　 李冬莲∗ 　①

【摘　 要】 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民生幸福观的 “文化基因” 和 “文化内核”， 要

同时融通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资

源。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幸福， 既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幸福观”， 也要吸取历代先贤 “幸福观” 的精华。 与资产阶级幸福观文

化内核——— “我占之” 不同，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文化内核是 “我为之”。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最崇高的民生幸福观：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成

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民生幸福观。 “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人

民生幸福观的集中体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成为新时代 “为人民服

务” 幸福观的升级版。 新时代的民生幸福观， 具有从人口素质、 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国际多维度的内涵。 相应地， 构建民生幸福评价指

标体系也应该从六个维度展开。
【关键词】 民生幸福； 文化基因； 共产党人； 为人民服务； 以人民为中心

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达到全新的高度， 特别强调

要融入 “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即要同时融通三种重要的资源：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

资源，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 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研究中国共

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 同样需要深入研究民生幸福观的 “文化基因” 和 “文化内

核”， 需要阐述从马克思主义 “我为之” 的幸福观， 到中国共产党人 “为人民服

务” 幸福观， 再到 “以人民为中心” 幸福观的升华过程， 需要多维度解读其主要

内涵， 以期对共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① 谢元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 《资本论》 与转型经济； 李冬莲， 江西农业大

学 ２０１９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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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基因： 中西方 “幸福” 与 “幸福观” 的文化差异

（一） 中国文化基因 “幸福” 与 “幸福观” 的文化渊源

在 《说文解字》 中， “幸福” 的本义是受到他人的 “护佑”。 “幸” “吉而免凶

也”。 師古曰： “幸者， 可慶倖也。 故福善之事皆称为幸”； “福” “祐也”。① 在

《辞海》 中， “幸福” 被解释为 “在生活过程中内心的需要得到实现和满足时较长

时间都存在的快乐感受。” 因而， 有幸福感的人， 必然会获得满足感。 但每个人的

幸福感都可能会随着心态、 身体、 生活、 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传说尧舜时期， 皋陶作为尧帝的高参， 向尧帝建言治国安邦的方略说， 要管理

好国家， 只有 “在知人， 在安民”。② 儒家孔子认为主观上 “乐” 即幸福， “不患

寡” 和 “不患贫”， 而 “患不均” 和 “患不安”， 主张 “悦” 在内心， “乐” 则见

于外， 重在 “反省内求”。 《礼记》 中 “生有所依、 少有所教、 老有所养、 人人平

等、 亲如兄弟”，③ 其中包含 “互助性” 与 “共生性” 成分， 因而是 “大同” 的幸

福观。 道家庄子认为幸福是 “天福”， 主张顺其自然、 “安时而处顺”， 蕴含 “天人

合一” 思想。 佛家慧能认为 “人有七苦……此世间， 众生皆苦，”④ 因而， 人生只

有历经了生死轮回而达到涅槃后， 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以墨翟为主要代表人

物的墨家学派认为幸福是建立在 “爱人” 基础之上的， 当人与人之间有着平等且互

动互利的爱时， 就是幸福。 管子的幸福观非常唯物实在， 《管子·禁藏》 中说，
“夫民之所生， 衣与食也”。 宋朝陈敷在 《农书·卷六》 中说 “勤劳乃逸乐之基

也”， 认为幸福是来自勤奋的劳动。 孙中山认为， “民生” 是三民主义的核心， 其

重中之重就是要平均和节制， 土地权利平均， 则能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观， 资本节

约， 则能增加财富， 只有二者兼顾， 才能完全平等且幸福。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我

国学者对 “幸福” 的理解逐渐地从个人角度上升到了社会角度的平等、 大同和

“天人合一”， 这是超越 “人道” 的对 “天道” 的领悟。
综上， 虽然朝代不断变换， 但是中华民族历代学者、 名人都偏重 “格物” 的

“幸福观”， 其主要的含义依然是围绕百姓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为中心而发展的，
“幸福” 首先是能够安居乐业， 同时百姓拥有 “生养之具”。

（二） 西方文化基因： 理性与感性的 “幸福” 与 “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 幸福是人在理智的思辨活动中所感受到的持久且神圣的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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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许慎：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第 ７ 页。
江灏、 钱宗武： 《今古文尚书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３ 页。
戴圣： 《礼记》， 贾太宏译， 西苑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４ 页。
周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幸福指数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大学，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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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① 可见， 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 幸福是至高的善， 是符合德性的正义及其现实

活动。 边沁、 爱尔维修、 阿里斯底波、 伊壁鸠鲁持感性主义幸福观， 伊壁鸠鲁的幸

福观最有代表性。 他认为 “幸福” 主要是一种感觉， “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 抽

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 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② 可

见， 对于感性主义而言， 肉体和感官方面所获得的享受是幸福的唯一来源， 个体幸

福与否则主要体现在自己感觉活得是否开心、 过得是否快乐。 布伦诺·Ｓ 弗雷和

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进一步把 “幸福” 理解为 “人类福祉”， 认为个体是否幸福则

表现在收入水平、 健康状况等 “福祉” 方面。③

与他们不同，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提出了 “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 思想， 这是 “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 的幸福观， 是对所谓 “理性”
与 “感性” 幸福、 “主观幸福” 与 “客观幸福” 的超越， 是人类最高境界的幸

福观。
综上， 我国的历代先贤都比较偏重于 “格物” 的 “幸福观”。 西方学者则从所

谓 “理性” 与 “感性” 的角度理解 “幸福”， 认为 “幸福” 是一种感受———是人们

对某个目标得到实现时的愉悦、 快乐的感受。 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大多数重精神层面

而非物质层面， 都被认为是对某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内心所获得的快乐之感。 马克思

主义的 “幸福观” 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幸福观， 使 “幸福观” 真正达到了科学的高

度。 马克思从 “人学” 的角度去理解幸福。 “人的再发现” 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主体的 “幸福”， 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时代，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幸福， 既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的 “幸福观”， 也

要汲取历代先贤 “幸福观” 的精华。

二　 “文化内核”： 不同幸福观之本质差异及其典型案例分析

（一） “文化内核” 及 “我为之” “我占之” 释义

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会固化成不同的信仰， 并逐步沉淀为不同的文化。 在个

性化信仰和文化主导下， 幸福观也因人而异。 需要强调的是， 不同的人和群体、 党

派、 政权组织， 会有不同的幸福观， 这种幸福观必然会 “羽化” 成为一种特定的幸

福文化。
不同的人和群体、 党派、 政权组织， 会有的不同的幸福观及其特定的幸福文

化。 就全社会而言， 虽然幸福文化的内容可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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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 邓安庆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０ ～ １３ 页。
周辅成编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第 ３０９、 ２３９、 ５５６ 页。
〔瑞士〕 布伦诺·Ｓ 弗雷、 阿洛伊斯·斯塔特勒：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

响》， 静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４ ～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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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文化抽象出 “文化内核” 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以 “我为

之” 为 “文化内核” 的幸福观， 另一种是资产阶级以 “我占之” 为 “文化内核”
的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 “文化内核” 是 “我为之”， 即 “我” 是将 “为他人” 创

造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 并且因通过自己的奋斗而使他人或集体或社会或民族或人

类获得幸福而为自身的幸福。 这种具备 “我为之” 内核的幸福观是神圣的、 伟大

的，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 “文化内核” 是 “我占之”， 即 “我” 是以 “占有” 权力或

地位或金钱或荣誉作为自己的幸福。 这是人格完全扭曲了的可耻的 “幸福观”。

（二） “我为之” 幸福观与 “我占之” 幸福观的本质差异

１ 古今中外， “我为之” 是人类最优秀分子的人生幸福观

中国古代的最优秀分子认为， “我” 之 “福” 是因 “庇祐” 他人而得到。 如墨

子认为 “幸福” 要建立在 “爱人” 的基础之上， 当你懂得如何 “爱人”， 并且无论

何时何处都能够以 “爱人” 作为行事准则， 便是幸福。 可见， 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

中， 最优秀的幸福观都是通过 “我为之” 使他人幸福， 以他人幸福为幸福， 是一种

崇高的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中国传统追求 “天下大同”、 中国

共产党人 “为人民服务” 和 “以人民为中心”， 都是 “我为之” 的最崇高的幸

福观。
２ 有阶级以来， “我占之” 是人格扭曲和异化了的人生幸福观

古今中外， 自有阶级及阶级剥削以来， 以 “我占之” 为幸福的观念被不少人所

崇尚。 尤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 在 “商品 （货币、 资本） 拜物教” 的经济

社会环境中， 在片面理解 “经济人” “利己心” 的观念熏陶下， 追逐个人利益最大

化被认为 “天经地义”， 甚至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也被认为 “可以理解”。 于是， 越

来越多的人以占有 （拥有） 权力与地位、 金钱与财富、 声誉甚至虚荣为幸福。 这是

典型的资产阶级以 “我占之” 为 “文化内核” 的幸福观。 这种 “我占之” 的幸福

观一旦占统治地位， 人的灵魂便充满铜臭， “人” 的本质便彻底 “异化” 了。 同

理， 一个组织、 一个政党一旦被 “我占之” 的幸福观所统治， 便会失去 “人心”、
失去群众， 便会走向反动和堕落。

（三） 典型案例： 国民党幸福观从 “我为之” 向 “我占之” 的蜕变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具有强烈的 “我为之” 意识， 起初选择当医师以

治病救人， 后来意识到只有唤醒同胞们的自尊， 唤醒他们的精神， 打击封建腐朽的

统治者， 这样才能拯救， 让人民脱离苦海。 他毕生都在为唤醒同胞而奋斗。 ２０ 世纪

初， 孙中山投身革命， 广泛宣传 “天下大同” 思想， 希望 “天下为公”， 倡导人人

平等， 每个人都能主动愿意为同胞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劳动。 孙中山先生提出资产阶

４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共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综论

级革命派政党国民党 “我为之” 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其本义是确定了国民党的宗旨就是要致力于建设一个 “国富民强、 人尽其才、 物尽

其用、 公平平等” 的社会状态。 换言之， 孙中山先生描绘了 “我” （国民党） 要为

民族谋发展， 为人民谋权利、 为民生谋幸福的 “我为之” 的美好愿景。
但是，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 蒋介石逐步篡取党政军大权， 孙中山先生 “我为

之” 的幸福愿景随之毁灭， 国民党由一个 “我为之” 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 完

全蜕变成为一个 “我占之” 的封建专制权和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混合体， 蜕变成一个

“我占之” 的反动政党。 蒋介石凭借其把持的政权进行法西斯独裁， 以 “我占之”
作为幸福的 “标准”。 对外充当着帝国主义的爪牙， 对内发动反革命政变。 抗战取

得胜利后， 蒋介石忽视群众福祉， 倚仗有美援作后盾， 再次挑起内战， 置中华民族

于水深火热之中， 彻底暴露了他反人民和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蒋家王朝将 “民权” 蜕变成为专制的工具和手段， “民生” 成为亿万国人的

“民不聊生”。 从幸福观角度看，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是以 “我占之” 为其幸

福文化 “内核” 的， 是资产阶级追崇的极端价值观。 而 “权” 与 “利” 对 “我占

之” 的满足， 只是 “拜物教主义” 魔化快感。 历史也已证明， 国民党在 “我占之”
观念支配下， 失去 “人心”， 失去群众， 走向反动和堕落， 最终被人民所唾弃。

三　 “我为之”： 马克思主义民生幸福观的 “文化内核”

（一）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最崇高的民生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 “文化内核” 是 “我为之” ———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

生。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指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那么， 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 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

不是可怜的、 有限的、 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① 马克思主义

不仅是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而且还包括了非常系统而深刻的 “人学” 理论， 社会

发展理论与 “人学” 理论相互补充， 构成极为庞大的理论体系———为全人类求解放

的理论体系。 全人类获得解放， 就是每个人能得到 “全面自由发展” ———既摆脱了

对 “物” 的依赖性， 也摆脱了对 “人” 的依赖性， 人人都拥有时间、 空间、 个性

和精神的充分自由， 人人都能获得 “全面” 的发展。 这就是人类最高理想的 “自
由人联合体” ———无压迫、 无剥削、 人人平等自由的幸福社会，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为世人所揭示的最崇高的幸福观。

（二）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民生幸福观

《国际歌》 唱道：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最后的斗争，

５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４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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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① 《国际歌》 蕴含的民生幸福观，
是属于无产阶级奋斗不息的幸福观， 是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人类共同理想

的幸福观。 在共产主义旗帜和 《国际歌》 的感召下，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

在和平建设时期， 都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敬仰。
白求恩大夫 “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② 奥地利医生理查

德·傅莱被称为 “活着的白求恩”， 他为中国人民默默耕耘了 ６５ 个春秋， 是中国研

制使用初制青霉素的第一人， 是开创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功臣。 德国白衣战

士汉斯·米勒博士在中国工作长达 ５５ 年， 他到延安后立志 “要像白求恩一样， 为

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一切”。 后来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套乙肝检测试剂盒和疫苗。
“切格瓦拉是一位阿根廷人， 信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一生都在为了自己

的信仰而努力奋斗。” （周恩来语） 为古巴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 苏联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率一支 “达沙式” 轰炸机队伍来帮助中国

进行抗日。 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铁夫， 后来成为中共党员， 在恶劣环境下从

事党的工作， 组织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的阴谋。 印尼共产党员艾地五次访

华，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在苏哈托掀起的大屠杀中不幸遇难， 毛主席写下 《卜算子·悼国

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被美军汽油弹击中而牺牲的毛岸英， 为救落水儿童崔莹而

牺牲的罗盛教， 舍身堵枪眼的 “特级战斗英雄” 黄继光等， 都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

义战士， 他们的民生幸福观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民生幸福观的楷模。

四　 “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人民生幸福观的集中体现

“为人民服务” 由毛泽东于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首次提出， 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行动指南， 并被确定为党的宗旨。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 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既有非常丰富的论述， 又有感人至深的身体

力行。

（一） “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将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马克思主义 “解放全人类” 的社

会理想和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的人文理想相结合， 凝聚和升华成为完整的价值体

系、 理论体系及相关方法， 他强调，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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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际歌》， 作词： 欧仁·鲍狄埃， 作曲： 皮埃尔·狄盖特， 翻译： 萧三。
《毛泽东选集》 第 ２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６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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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习近平对新时代 “为人民服

务” 做出了新的解读， 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其理论基础是 “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 “上帝”。 习近平强调：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 共

命运、 心连心，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③

（二） “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职

在我国不同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对于 “幸福观” 都有精辟的论断。 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 根据当时的基本国情， 认为民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所有群众的实际生

活问题， 其含义就在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像盐、 米、 房子和

衣物以及生小孩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所需都没有问题。
周恩来是 “人民勤务员” 的典范， 他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④

邓小平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 使为人民谋利益成为衡量改革开放利弊得失的根本

标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重点在于 “民富”。 江泽民根据当时的主要矛

盾， 强调民生的关键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解决人民的就业和工作问题。 胡锦涛认为民

生重在科学发展， 要贯穿 “以人为本” 理念， 保障群众的受教育权， 解决好群众就

业、 医疗和住房等问题。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习近平以极高境界表达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天职。 “无我” 是一种无私的 “忘我”， 夙夜在公、 忘我治国理政， 无私

地服务于人民； “无我” 是一种无畏的 “舍我”， 是无愧的 “真我”。 为人民服务不

能只是嘴上喊喊口号， 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办事， 为人民谋利益和幸福， 以 “大
我” 替代 “小我” “自我”， 将人民放入心中， 将创造人民幸福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真正做到 “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事为民所为”。

（三） “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

“为人民服务” 在更高层次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施 “福” 于人才是 “幸”，
即 “福善之事皆称为幸”。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⑤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极高境界的 “幸福观”， 并成为每一位党员身体力行的现

实行为准则。 毛泽东带领民众历经磨难求解放、 谋幸福， 为中国革命失去了六位亲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选集》 第 ３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１０９４ ～ １０９５ 页。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２４ 页。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１ 页。
《周恩来选集》 下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 １４２ 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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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他对人民群众无限忠诚， 为了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与幸福安康奉献了毕生精

力。 他生活简朴， 心中却装着所有的百姓， “为人民服务” 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和

真实的写照。 周恩来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灵魂， 用无悔无怨的具体行动奉献人

民。 他参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工作时间长达 ４９ 年，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淡泊名利，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晚年在胸前一直佩戴一枚 “为人民服务” 的徽章， 把

“服役” 精神上升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境界， 是人民勤务员的光辉典范。
方志敏 “为人民服务” 的信仰足以战胜敌人。 只要是为了人民， 哪怕是利刃断颈，
哪怕是流血牺牲， 也毫不畏惧， 也心甘情愿。 邓小平指出， “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

民， 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持续关注最基层人民群众， 倾听民众心声， 他们都把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幸福目标。

（四） 中国共产党人践行 “为人民服务” “我为之” 民生幸福观

１ 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 许多革命者践行 “我为之” 的幸福观

国民党发动 “四·一二” 和 “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大屠杀后， 秋收

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战火纷飞，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星火燎原， 二万五千里长征英雄

史诗的惊天动地， 抗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解放战争百万雄师的摧枯拉朽……无

数的革命先烈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为了人民的解放， 中国人民前赴后继， 万众一心， 铸就我

们伟大民族， 接续中华灿烂文明。 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家庭率先垂范， 六亲殉国，
满门忠烈， 有多少次的肝肠寸断化作倾盆泪雨。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党早期领导

人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瞿秋白微笑面对死亡和方志敏的 《可爱的中国》、 夏明翰写

下的生命绝唱、 龙潭三杰中的胡底和钱壮飞、 战死在林海雪原的杨靖宇、 新四军的

大将彭雪枫， 还有很多在敌后工作的先人。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李白烈士那永不消

失的电波、 江竹筠在 “渣滓洞” 惨遭手指夹竹棍毒刑的坚贞不屈、 １５ 岁刘胡兰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 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毛岸英、 堵枪眼

壮烈牺牲的黄继光……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是中国共产党践行 “为人民服

务” 幸福观的杰出代表。
２ 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征途中， 许多劳动者践行 “为人民服务” 的幸福观

在为中华民族崛起的科技战线，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 两弹元勋邓稼

先、 氢弹之父于敏、 毕生奉献于核潜艇事业的黄旭华、 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

栋、 太空公民杨利伟， 还有陈景润、 袁隆平等许多科学家， 鞠躬尽瘁一辈子， 有的

隐姓埋名几十年， 他们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语） 和民族的

振兴。
在经济建设的平凡岗位上， 如我们时刻感受到 “县委书记的榜样” “人民的公

仆” 焦裕禄紧贴在群众脉搏上的心跳， 目睹到孔繁森跋涉在雪域高原的脚步， 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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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任长霞深入虎穴、 智斗歹徒的机警。 又如退休的地委书记

杨善洲把花了 ２０ 多年心血种植起来的价值 ３ 亿多元的林场无偿捐给了国家， 累立

战功的李延年和张富清转业后仍然艰苦奋斗， 将华西村建设成为 “天下第一村” 吴

仁宝， 将南街村建设成为 “共产主义小社区” 的王宏斌， 农村妇女的杰出代表申纪

兰， 他们一生都在践行 “为人民服务” 的幸福观。

五　 “以人民为中心”： 从幸福观到民生幸福观的升华

在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初期， 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主要针对百姓翻身解放、
工作、 生活与平等， 是接地气的、 大众化的偏重于 “格物” 的幸福观。 进入新时代

后， 由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为人民服务的内容、 范围都有所变化， 民生和幸

福的重点也随之有所变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成为新时代 “为人民服务” 幸福

观的升级版。

（一）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的基本概念与深刻意蕴

１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的基本概念

“以人民为中心” 的民生幸福观， 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基础， 继承和丰富发

展 “为人民服务” 幸福观思想， 强调以 “人民为中心”、 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相统

一的民生幸福观； 是既有经济发展、 人民富裕， 也有制度保障、 民主平等的幸福

观； 是既有发达的文化事业， 也有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的幸福观； 是具有深邃

文化基因特色的 “天下大同” 民生幸福观，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人的全面自

由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高理想境界的民生幸福观。
２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的深刻意蕴

实现对中西方幸福观传统基因的吸取与超越。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是

对传统 “幸福观” 的超越， 充分吸取了中西方传统文化基因中对个体和群体 “我
为之” 的幸福观， 既超越西方当代学者的 “主观幸福” 和 “客观幸福” 的幸福观，
也超越中国古代学者的 “格物” 的幸福观， 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有价值的

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 德与道、 天人合一、 世界大同等思想在现时代的发扬

光大， 因而是融合中西方文化基因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的民生幸福观。
体现对 “为人民服务” 幸福观的继承和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为人民服务” 幸福观的

科学内涵。 “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在坚持党和国家及其工作

人员要继续以 “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的基础上， 人民主体地位和中心地位更加突

出， 为人民谋利益的要求更高更具体， 复兴民族大业的目标更直接更明确， 作为党

的执政理念的意味更强。
体现对 《共产党宣言》 核心命题的遵循和实践。 《共产党宣言》 是国际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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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宣言书， 其核心命题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建立理

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 是 “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 “我为之” 的民生幸福观， 是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民生幸

福观， 同时还是超越国界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民生幸福观， 因而是当代马克思

主义最高境界的国际主义民生幸福观。

（二） “以人民为中心”： 大难见大爱的民生幸福观光耀世界

中华民族每当处于大灾大难的危急关头， 如 １９９８ 年长江特大洪水、 ２００３ 年初

非典疫情和此后多次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来临， 亿万人民都能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许

多人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挺身而出， 视死如归， 冲锋在前。 又如每次中国侨胞在

国外遇到骚乱、 战乱、 地震等危难， 中国政府都是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海、 陆、 空甚

至动用军事力量撤侨， 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政理念， 令世人

为之惊羡和赞叹。
在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 涌现了许多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

广大医护人员和人民解放军不讲条件、 不计报酬、 不畏生死、 主动请战、 冲锋在

前， “我是医生， 我有责任去救死扶伤” “我是党员， 我先上！” 在党的领导下， 全

国人民众志成城， 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 弘扬新时代的斗争精神， 涌现了许多舍己

为人的感人事迹。 这次抗击疫情的实践闪耀着 “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幸福观的熠

熠光辉。 一方面， 所有的医疗保障举措、 联防联控机制和生活保障措施， 都充分

体现了党和政府 “人民至上” 的立场和理念；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并高

度严密地组织群众参与疫情防控， 形成了强大的 “内生动力”， 深刻印证了毛泽

东的名言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这次抗击疫情的实践， 党中央 “以人民为中

心” 的集中高效决策， 全国统一行动展现的中国速度、 中国规模、 中国效率为世

界所罕见， 闪耀着新时代民生幸福观的熠熠光辉， 赢得了世人的高度赞赏。 中华

民族自古具有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的人间大义观。 逆行而上的广大的医护人

员、 人民子弟兵、 最基层干部和志愿者就是这次疫情中最勇敢的人！ 这次抗击疫

情的实践， 堪称是一部 “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雷锋一样的利他主义” “群众

路线” “社会化大协作” 等汇聚成的协奏曲。 党的统一领导、 党的基层组织和群

众路线、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 这些中国的制

度优势是我们这次能够较快控制疫情的重要因素， 而这些因素， 都体现着 “以人

民为中心” 的幸福观底色。

六　 内涵揭示： 民生幸福观的多维解读

过去人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吃饱穿暖、 有遮风挡雨之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

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对幸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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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到对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 就个体而言， 童年时以有好吃好

穿、 有家庭之爱为幸福； 成人后以有理想的工作、 有足够经济实力为幸福； 年老后

便改变为以身体健康、 老有所养为幸福。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公民以没有战乱、 安居

乐业为幸福； 现在多数国民的幸福， 是有房有车、 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 能呼吸新

鲜空气。 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 “民生幸福观”， 是从个人幸福上升到集体幸福的全

民幸福， 是奋力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平幸福， 是全社会乃至 “天下大同” 的幸福， 具

有人口素质、 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国际多维度的内涵。

（一）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德智体美劳 “全面自由” 发展

１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体现在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民生幸福与否首先体现在全体国民的个体素质上， 而全体国民的个体素质如

何， 又决定于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青年强则国家强。 要把全体国民培

养成高素质人才， 就应该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

为， 生产劳动对于人的成长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而他在 《资本论》 中指

出， “未来社会对人的培养教育， 必须使生产劳动和智育、 体育协调结合”。 毛泽东

和习近平遵循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都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要使受教育

者获得全面发展。 培养高素质的接班人是家庭、 学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只有全国青少年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才具有全体国民幸福的起点和基础。

２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体现在德智体美劳 “自由发展”
“人的自由解放” 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题。 “人的自由解放” 是指每个人都

克服了人性的 “异化”， 既摆脱了 “对物的依赖性”， 又摆脱了 “对人的依赖性”，
实现了人本质的回归， 成为真正的 “自由人”。 马克思同时又指出， “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 “自由发展”， 需要有

非常发达的生产力和充裕的物质基础、 良好的教育文化和先进社会制度等外部条件

作保障。 这是党和政府落实民生幸福观的战略性任务。
３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还体现在 “我为之”。
微观角度是 “我” 对别人、 对社会做出了的贡献； 宏观角度是有多少个体愿意

对别人、 对社会、 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及其贡献多少。 对 “我为之” 的考察， 实际上

对以下五个维度都是适用的。

（二）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劳动创造与经济享受相统一

１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首先体现在 “劳动创造幸福”
马克思认为， 人类是通过劳动而不断进化的； 而劳动可以让人类力量得到施

展， 因而劳动是人的根本的生存方式。 人是从事自由自觉劳动的主体， 只有通过劳

１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２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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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才能使自己身心得到解放， 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因

而只有劳动才是幸福的源泉。
２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还体现在切实的 “格物” 获得感

获得感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 “格物” 的获得与满足， 如何分配经济发展成果将

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幸福感。 因此， 在成果分配的问题上， 应让人人都能共享发展

与改革的成果， 让人们感受到 “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的劳动和收获成正比的获

得感。
幸福感既可以来自 “格物” 的获得与满足， 也可以来自感性和理性上的主观感

受， 更来自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我国大规模实施的众多民生工程、 扶贫工程、
广覆盖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 不但使人民群众享受到 “格物” 客观获得的幸福

感， 也使人民群众在感性与理性上获得了主观感受的幸福感， 更为 “人的全面自由

发展” 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还要体现在经济安全感上， 即在不损害身体健康的前提

下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 没有社会动乱， 物价稳定， 不受通货膨胀之扰， 人人都能

安居乐业， 成为高安全感的幸福之人。

（三） 政治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责任权利相统一与德法规制相协调

１ 民生幸福观要体现责任与权利相统一

民生幸福观首先是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能够得到实现。 宪法规定， 公民拥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言论权、 批评和建议权、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 受教育权和劳动

者劳动和休息的权利等， 公民在政治上的幸福感主要来自这些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同时， 只有公民的责任与权利相统一， 广大公民才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建设

国家的具体工作中去。
２ 民生幸福观要体现德治与法治规制相协调

我国千百年来奉行儒家以 “德治” 为先、 “法治” 为后的 “德法” 相辅相成的

治理方式。 “德治” 体现的是 “仁政” 思想， 注重以德化人、 以德服人， 重在事前

预防和防范， 具有正面、 积极的治理作用； 而 “法治” 则主要展示出 “依法办事”
的严明态度， 是对不法行为的事后惩罚与打击， 表现出消极的治理方式。 西方发达

国家被认为是 “法治国家”， 比较机械地遵循依法办事、 依法管理的原则。 但是在

烦琐的法条和庞大的法律体系下， 平民百姓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幸福观。 在

我国德治与法治规制相协调治国模式下， 民众既能感受到社会的 “仁义” 之爱， 又

有法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享受到 “德法” 协调的 “民生幸福”。

（四） 社会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公平正义共享的和谐社会

１ 公平正义是民生幸福观的题中之义

现实中落实民生幸福观， 要求贯彻 “公平优先” 原则， 要求在经济社会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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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配置中， 既要保证代内公平， 又要保证代际公平； 在管理者决策中， 对于微观

个体的获得和发展而言， 既要保证机会均等， 公平公正， 还要保证起点、 过程和结

果公平公正。
就落实民生幸福观的具体内容而言， 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教育、 医疗与社会保

障等民生基础不存在地域差异的城乡公平与区域公平上。 公民拥有受教育及劳动、
休息的权利， 不论什么年龄、 性别或是健康与否， 每个人都能享受同等的社会资

源， 都拥有同等享受教育、 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权利。
２ 和谐共享是民生幸福观的客观要求

就国内而言， 民生幸福要体现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 即人人都能公平地全面享

受到国家经济、 文化、 教育、 科技、 医疗与社会保障等成果。 因此， 只有全民共享

和全面共享， 才能共建和谐社会， 这样的社会才是民生幸福的社会。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 只有世界各国和谐共享的社会才是民生幸福

的社会。 我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 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 因此得到了许

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底， 共签署 １９７ 份共建 “一带一路” 的合作

文件。

（五） 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通俗与高雅并存和世界多种文明兼

容并蓄

１ 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应当通俗与高雅并存

广义的文化涉及科教文体卫等多项内容， 既包括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 也

包括 “高大上” 的经典国粹文化。 我国不同民族、 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底

蕴， 世代相传接受着该独特文化的洗礼， 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
例如， 民间的剪纸文化和老北京的胡同， 大众化、 平民化而又不失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之情和对 “乡愁” 的记忆。 而长城、 大运河、 氏族文化、 景德镇陶瓷及京剧

等， 则形成我国高雅文化殿堂。 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顶级智慧， 是值得国人骄

傲与自豪、 世界闻名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 因此， 民生幸福不仅要包容自己独

具特色的文化， 还能弘扬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生幸福观要求创作

更多富含正能量、 保质保量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文化产品， 以传承本民族通俗与

高雅并存的文明。
２ 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应当世界多种文明兼容并蓄

新时代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甚至超越国界。 世界文明是个百花园， 各国文明

都有其独特魅力， 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深厚土壤， 我们应从璀璨夺目的世界文明中

汲取文明智慧之果， 让我国文明能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文明取

长补短， 让人民从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互学互鉴中获得富含文明记忆的 “民生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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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国际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对人类较大贡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１ 办好中国自己的事， 争取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立场

中国素有 “天下大同” 理念， 中国共产党人素有国际主义的胸怀， 立足于办好

自己的事， 争取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对外关系。
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 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加入 ＷＴＯ 后， 致力于通过

自理自力更生增强国力， 从不掠夺侵略他国财富。 我国扶贫已使 ７ 亿多人摆脱贫

困， 这是对世界人口减贫的贡献。 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 更多地承担了国

际主义义务， 彰显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２ 坚持共享共赢原则，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共产党人国际主义的伟大胸怀

世界各个国家组成 “大家庭”。 要使这个 “大家庭” 每一成员都过得幸福， 必

须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行事准则， 跨越国界， 互同凉热， 风月同天， 守望相

助。 当一国受难， 其余国家无国界地进行援助， 伤他国之痛， 乐他国之幸， 助他国

之难， 向世界展示出国际民生幸福。 通合作、 创共赢是国际民生幸福的强力助推

剂。 中国在国际组织世界舞台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七　 定量描述： 民生幸福观的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文民生幸福观的六个维度， 本文构建了 １９ 项微观和宏观的 “幸福指数”
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１）。

由于微观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或家庭的实际获得感， 而民生幸福观是反映群

体或整体的概念， 所以进行微观指标与宏观指标的比较， 才能显示社会的公平正义

程度， 才能真实反映民生幸福感。
就此表做以下说明。
①表中第一个人口素质维度主要采用国家统计局目前的指标体系， 体现了 “以

人为中心” 的衡量标准。 同时参考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社会指标体系， 适当吸收日本的 “国民

纯福利” 和法国的经济福利指标体系的有益内容。 后四个维度的指标较多地借鉴王

艺等建构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①一文中的指标并有所调整。
②具体评估测算时， 各个具体指标可以参照国家统计局目前采用的指标体系中

的细分指标及计算方法。
③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来自环境保护部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生态环

境状况指数 ＝ ０ ２５ ×生物丰度指数 ＋ ０ ２ × 植被覆盖指数 ＋ ０ ２ × 水网密度指数 ＋
０ ２ ×土地退化指数 ＋ ０ １５ ×环境质量指数。

４６

① 王艺、 程恩富：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 “幸福指数” 探究》，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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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幸福指数” 评价指标体系

六个维度 微观指标 宏观指标 反映主体的状况

人口素质维度

健康 健康保障

寿命 国民寿命

教育 国民教育

我为之 我为之贡献的个体及数量

人口个体素质

对别人、 社会、 人类的贡献

经济维度

收入 可支配收入与分配结构

资产 国民资产与国民产值

住房 国民住房

经济状况

政治维度

自由 公民权利保障

民主 政治参与程度

安全 公共安全

生活区域的自然环境和公共

安全环境

社会维度

环境 生态环境

性别平等 国民就业

家和 家庭稳定性

人和 社会和谐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人与自然、 家庭关系、 社会

关系的和谐程度和社会保障

水平

文化维度

闲暇 国民闲暇

文娱 文娱消费

自我实现 发展机会

广义文化精神需要的满足

状况

国际维度
所得 外贸依存度

贡献 国际贡献率

对国外物资与技术条件的获

得和国际贡献状况

④妇女发展指数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办公室、 国

家统计局社科司合作研究课题组发布， 由生命健康 （０ ２）、 教育 （０ ２）、 经济

（０ ２）、 政治和决策参与 （０ ２）、 家庭 （０ １）、 环境 （０ １） 六个分领域指数加权

生成。
⑤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中心设计， 由养老保障指

数、 医疗保障指数、 就业保障指数、 贫困保障指数四项分指数加权计算得出， 而每

项分指数又由其下属的覆盖面指数、 保障度指数、 持续性指数、 高效性指数加权计

算得出。
⑥国际维度中的 “所得” 包括来自国外的个体生活品与工作条件； “贡献” 指

个体对国外的物品、 劳动或技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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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ａｒｘ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
ｏｕｓ ｓａｇｅ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ｒｅ ｉｓ
“ Ｉ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ｓ “ Ｉ ｄｏ ｉｔ ”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ｓｔ ｈａｐ⁃
ｐｉｎｅｓｓ ｖｉｅｗ，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ｐｅｏ⁃
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ｈａｓ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
ｓｏ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ｉｘ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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