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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山’理论”到“美好生活”：
以美学经济驱动发展的中国方案

邱　晔

摘要：蕴含着丰富美学内涵的“两山”理论，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的思想”的重要发端，是“美

丽中国”建设的指导原则，更是新时代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针对美学经济的系统化分析，旨在

打通以“两山”理论为代表的国家关于美的建设方针与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建构从“绿水青山”到“金山

银山”的现实转化路径。“两山”理论孕育的美学经济发展路径是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形成的供需

联动的新经济学范式革命，是一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也是一种以意义为核心、以情感

为动力、以人民共同富裕和个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推动国家发展的创新型驱动战略。从“‘两山’理论”到“美

好生活”，体现了以美学经济驱动发展的中国道路，彰显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的新理论与新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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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主要被归

为生态理念的范畴。学界目前对“两山”理论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绿色生态视域，侧重从生态文明和生

态经济两个维度来进行研究。前者主要涉及“两山”思想的理论内涵 a、哲学意蕴 b、价值取向 c和基本特

征 d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绿色发展模式 e、生态旅游 f、转化机制与实现路径 g等内容。实际上，作为一

种普遍性的发展原则，“两山”理论还具有超越生态、关联经济，汇通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深刻意涵，对“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具有统摄与引领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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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进行了科学研判与发展方向定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成

为“两山”理论的新时代内核。这也意味着“两山”理论在原有偏重绿色生态理念的基础上，其内在意

涵具有更开阔也更深远的所指。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作为一种普遍性发展原则和总体性发展思路，“两山”

理论所具有的深刻意涵与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统筹指导作用进一步凸显。

生态理念范畴下的“绿水青山”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良好自然生态资源，如山水林田、湖泊河流、

蓝天白云、冰天雪地等。新时代“绿水青山”则是指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各种美学资源的集合。

“两山”理论的精髓也从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向美好生活、创新驱动、民生福祉与经济协调

发展转变。作为一种总体性、全局性思路，“两山”理论将新时代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人民的需

求高度结合起来，号召全体人民勤劳奋斗，从美好生活出发，以创新为引领，以美好创造美好。作为顶

层战略与思路构想，这一新的意涵象征为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前进道路提供着战略性、原则性以及精神

性的思想价值与道路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开发新的经济路径，激发经济潜力，引领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a“两山”理论推动了以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中心而进行的一场经济生产和社会

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这种“跳出经济发展经济”的大经济社会发展观又指向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路径——

美学经济。在这一新的发展路径指引下，“绿水青山”具有双重象征含义，既象征着人民具体的美好生

活需要，又象征着这种需要对应下的具象化美学资源。美学经济是一种把代表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绿

水青山”转化为象征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金山银山”的新经济发展路径。美学经济强调围绕美

学需求，以美学资本为核心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进行系统重组，并以此构

建一个以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需求为旨归的大经济生产系统。美学经济发展路径不仅是一种政策和实践

的理性认识，也是一种系统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现实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b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立足美、创造美、实现美，提出了一系列“关

于美的重要论述”。美的理想、美的价值、美的追求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鲜明标志，“新

时代的中国美”正在形成。从国家战略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美丽中国”战略，党的十九大

以来党中央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前进方向，“美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国目标。

从人民需求来看，伴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民的需求从盼温饱转向盼美好，对美

的需求更加迫切、更加强烈。从民族振兴和民族意志来看，“美起来”和“中国美”正成为新时代全体

中华民族的统一共识。在全国人民向着美好生活全力奋进的新时代，“美”成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内

在驱力与奋斗目标，“美丽”化为“美力”，成为驱动强国建设道路上的最强音。

但不得不提的是，从“两山”到“美丽中国”再到“美好生活”，虽然关于美的建设的国家指导方

针一脉相承，国家战略中“美”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在现实发展中，至今尚未形成一条从指导思想到

学术理论再到具体实践的科学发展路径。同时，受制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与思路的桎梏，美的建设在实

践中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与挑战。例如，在地区发展实践中，“两山”理论面临着美学资本转化的难题；

同时，如何协调生态、经济与社会三者关系，确保三者共同发展亦是困扰着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因

此，本文旨在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探索与尝试：一是基于美学经济理论与实践路径，尝试打通以“两山”

理论为重要代表的美的国家战略与其实践发展之间的内在理论逻辑；二是为“两山”理论的美学资本的

现实转化提供切实可依的实践发展路径。

二、美学经济：以美好生活为内驱的创新富民经济

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万物互联等新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

a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special/zyjjgzhy2016/。
b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人民日报》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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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对人类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叩问变得更加深沉。经济学与美学都是研究和关注人类一般世俗生活

事务的学问 a，所不同的是经济学侧重提高人的物质生活质量，而美学则更注重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由两门具有深刻世俗向度的学科交融创生的美学经济，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更深厚的历史使命。美学经

济可被视为创造美好生活、关注生命意义的学问，其研究的重心聚焦在当下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与肉体、

精神与世俗、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如何更好地融合发展的问题。

（一）什么是美好生活？

早在轴心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美好生活”就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与人的生命意义、

生存价值等终极思考密切相连。

在个体层面上，美好生活是一种既美且善、既美且富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将美好生活定义为人们努

力追求和实现自我目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目的的手段，美好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是

一种人类发展的本源性动力。同时，美好生活也是善的表征。在中国古文里，美善是同义的。b在西方文

化中，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亚当 • 斯密，也都持“美善同一”的观点。苏格拉底认

为“美在效用”，亚当 • 斯密指出“美是善的表征”。美好生活象征着财富的丰裕与精神的美满，崇尚感

性生命与自由精神的美学与主导物质丰裕与财富增长的经济交响齐鸣。

在社会层面上，美好生活是一种人民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古代，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经济”

一词本意是“经世济民”，美好生活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理想。《礼记》中对人民

幸福生活的图景进行了生动描绘，“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c。

在西方文化中，亚里士多德采用希腊语“eudaimonia”（幸福）来对美好生活进行描述。近现代以来，

美好生活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底座，渗透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与具体的方案中，对现代国家建设与

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直接而深切的影响。经济学之父亚当 •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学的

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公民幸福生活”能“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可”的美好世界。d 同时他在《国富论》

中还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来自于人们对美好的向往。斯密说：“推动我们储蓄的是改善处境的

愿望，这种愿望与生俱来，在我们进入坟墓前从不离开。”e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 • 菲尔普斯认

为为大众创造美好生活，激发人民的创新活力，实现每个人生活的兴盛，是衡量现代经济国家繁荣的根

本标准。f

发展为人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当代中国，美好生活与人民

幸福高度对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g，“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h。新时代中国追求的人民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体现，“中

a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两门世俗的科学：美学与经济学》中谈到，美学和经济学作为两门最世俗的学科，它们都与

人们的欲望密切相连。在日常生活中，欲望既是审美活动中引发审美体验的基础，也是经济活动中作用需求、引发“生

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的起始动因（参见 [ 意 ] 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270—281 页）。因此，尽管在过去漫长的学科发展历史中，两个学科在学科建制上互不搭界、互不联络，

但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两者相生相融，共同为人间创造着迷人的“烟火气”。

b　在《说文解字》中，美与好是同义的。美与好的本义分别是，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好“美也。从女子”，清段玉裁注：“好，媄也。各本作美也。好本谓女子。引伸为凡美之称。凡物之好恶，引伸为

人情之好恶。”

c　（清）刘沅：《十三经恒解》，《礼记恒解 • 卷 9 • 礼运》，成都：巴蜀书社，笺解本，2016 年，第 161 页。

d　[ 英 ] 亚当 • 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e　[ 英 ] 亚当 • 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125 页。

f　[ 美 ] 埃蒙德 • 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前言。

g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经济日报》2022 年

1 月 18 日。

h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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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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也是人民生活物质富足、精

神美满与生态美丽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而后者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美好

生活”内涵的重要原创性发展。

（二）美学经济：以美好创造美好

1. 美学经济的“前世”

现代以来，美学逐渐摆脱哲学理性科学的支配，掀起了一场与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深刻

的学科革命。美学将自身立为革命的原则，通过对“可感物的分配”，来“建立新的感性”b，以美学介

入的姿态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学经济正是在这一场思想变革历史中登场。

劳动生产和美学创造的二元分离与割裂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症候，也是致

使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精神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首先，从思想演进的历史脉络看，

美学创造从劳动生产中被剥离出来，生产沦为了纯粹的物质机器生产，生产过程中与人的价值息息相关

的美学愉悦被忽视，而脱离了劳动生产的美学创造则成为脱离物质生产的纯艺术、无功利的美学活动。

其次，从现代西方的学科景观来看，消费社会与审美消费主义构成西方哲学、社会学乃至文化研究的思

想预设，营销管理学和金融学则在西方经济学学科中迅速成长，从两个方向分别完成了对美学与生产的

隔离。在这个过程中，美学、文化学与社会学对现代消费语境下资本对人进行欲望的编码给予审美批判；

而经济学则将更多的视野集中在流通领域，营销与金融在现实中成为重要的“生财之道”的同时，创造

与创新也似乎只与科技有关，美学创新几乎不受重视。新兴的文化产业甚至直接跳过与美学创造密切相

关的传统产业，把关注的重心局限在了远离物质属性的内容、旅游等产业，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却迟滞而

乏力。最后，从现实的经济发展来看，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高福利制度和以“可乐薯条”为象征的休

闲娱乐至上的这两种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将工作与休闲、生产与美学、劳动与享乐进行了现实的对立。

在劳动中创造个人价值、在生产中创造美学愉悦的劳动美学价值观却遭到严重忽视。

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劳动生产与美学创造都是人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曾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c，美的创造内化于经济生产、劳动工作的全过程，

其乃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古德纳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美学创造力意义上的劳动与具有美学

创造性的生产力是用来对抗资本主义人的异化问题的关键。d正如刘方喜在《审美生产主义》一书中所说的，

人们应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思想，以“审美生产主义”来重建现代经济与哲学美学研究范式，重构人类经

济哲学的发展视域 e，而这也正是美学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2. 美学经济的“今生”

美学经济的独特性根源于美学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而存在。f法国哲学家雅克 • 朗西埃曾经

说过：“我并不把美学视为一门涉及科学或学科的名称。以我之见，美学应被界定为某种思想方式。”g

美学具有三大功能特性：一是与万物相感通，美美与共的能力。在审美情境中，“人与世界、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都会变得柔和而富有诗意，而非对立而理性省察”h，自我与其交织而成一个个独特的“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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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 页。

b　[ 法 ] 雅克 • 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蓝江、李三达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6 页。

c　[ 德 ]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53 页。

d　A W.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0, p.185.

e　刘方喜：《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0—13 页。

f　邱晔：《美学经济：一场范式革命与实践创新》，《云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g　[ 法 ] 雅克 • 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第 6 页。

h　[ 英 ] 斯科特 • 拉什、约翰 • 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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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场域”，形成“人在世界之中”的诗意性自我解释与移情性审美观照。二是美学具有内在的自发动量

与外在的整体化建构能力。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本质特性所在，这种重要的

内驱动量会引导人们进行主动的变革与创新。德国学者沃尔夫冈 • 韦尔施指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

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a三是美学赋予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中国古典美学始终强调“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观，

而当代西方美学重要代表生态美学 b，则是以西方文化心灵自救的一种重要表征而出现的。法国社会学家

J.-M. 费里（2000）指出：“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c

创新本源于人类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高蹈的美学价值与美学理想诉

求构筑起了美学经济的人文精神向度，而“为美好而创造美好”的目标与朝向，也使得美学经济具有了“原

始性创新”的天然胎记与特性。实际上美学创新是一种不亚于科技创新的原始性创新力量。与当代越来

越多的学者对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持愈加审慎的态度不同，对美学创新重要性的肯定却在不断增强。

维甘提将美学设计驱动下的第三种创新视为驱动企业实现颠覆式创新的新路径 d；谢德荪提出从无到有的

“源创新源自生活中的某种欲望，它通过新的理念组合现有资源来满足这一欲望”e。菲尔普斯认为创新

的根本动力来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f。

总之，美学经济是个体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而自然生发的美学实践，是一

种“以美好创造美好”的新经济形式。前一个“美好”，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对个体以及市场“美好生活需求”

的体认与感悟，后一个“美好”是指通过主体创造性的努力，将体认到的那份潜藏着的美好以产品的形

式创造出来，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获得的经济、社会、生态等价值。故而，美学经济是一种激发创新，

重在富民的经济。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新活力，鼓励身处这种经济中的每个个体，怀揣着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基于个人的特长，投身于实现这种美好生活的探索与创造中。同时，它还致力于生态与

可持续发展，尊重并保护个性和想象力，倡导人们通过个体的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一新经济的重要

性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理念，更在于它象征着一种新的精神，孕育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即为人人赋能。它鼓励人们通过对美的发现，对美的创造来增进收入，提升个人生命质量的同时，重建

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人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唤醒个体对“美学社会”的自觉意识与行动担当。

因此，笔者认为，美学经济是一种注重原始性创新，以美好创造美好，促进人民精神和生活共同富裕为

旨规的“正义经济”。

3. 美学经济的多维理解

如果说工业经济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物质资源的转化改善并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美学

经济的最大价值则在于通过对文化历史和自然生态美学资源与物质资源的要素重组与转化，实现了物质

与精神的共同繁荣。因此，美学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对社会、生态、文化与政治

等的发展都能产生极大的助益，并能促进个体、社会与国家发展之间形成共赢。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

式与新经济理念，也可以从学术理论的多重视角来理解美学经济的内涵。

从学科特性的视角来看，美学经济是一种背靠美学面向经济，强调理论又重视实践的新兴学科。与

传统美学通过艺术作品构建无功利的审美乌托邦不同，美学经济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广阔世俗世界中的生

产生活，号召人们身体力行，以美学介入的姿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实现“诗意地栖居”。

a　[ 德 ] 沃尔夫冈 •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第 4 页。

b　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生态美学介入的一个重要现实领域。

c　[ 法 ]J.-M. 费里：《现代化与协商一致》，《文艺研究》2000 年第 5 期。

d　参见 [ 意 ] 罗伯托 • 维甘提：《第三种创新》，戴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e　谢德荪：《源创新》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 年，第 56 页。

f　[ 美 ] 埃蒙德 • 菲尔普斯等：《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年，

第 5—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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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传统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对稀缺资源的生产与分配进行研究不同，美学经济则是立足“人

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将经济生产与消费看作是一种围绕美好生活需求而形成的协同高效的生产系统。

因此，对美学经济的定义也可以从哲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维度来看。在哲学意义上，美学经济是一种本

质“为人”的经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美学经济发展的中心主题。在经济学意义上，美学经济是指供

给端围绕美学价值的创造和增值而建立的新的生产函数，它是以美学资本、美学设计、美学体验等为核

心的美学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生产结构与生产方式进行的系统化重组。

从经济发展的方式来看，美学经济旨在呼吁人们以共情的心灵为底色，以共融的经济为触媒，探索

一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质与精神交相和鸣，个体与社会、国家发展共襄繁荣，科技与文

化融合发展之道。

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看，一方面，美学经济是一种以激发主体内在动力和内在潜能为牵引的人

本经济形式。例如，对个体发展而言，它不仅长于以美富民，亦能以美润心。对社会发展而言，美学经

济是凝聚发展共识，增进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对产业发展而言，美学经济是以美学价值的生产为核心，

融合一二三产业而形成的环扣型、高附加值的美学产业集群。另一方面，美学经济还是一种以美学需求

为内驱动力，以特色美学资源禀赋为载体，以美学资本化为核心进行系统性变革的原始性创新型经济。

作为一种原发性的创新力量，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它是驱动企业、产业、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实现原始性创新，

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凭借。

图 1　美学经济驱动发展的“四位一体”协同战略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三、“两山”理论的美学经济意涵

（一）新时代的中国美：化“美丽”为“美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a“两山”理论在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开始重

塑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在新形势下，伴随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迫切，美学取向

愈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声音与实践导向。新时代洋溢着浓浓的“中国之美”，爆发出化“美

丽”为“美力”的强大势能。这种“美”不仅蕴含着自然环境之美、文化之美、社会之美、政治之美，

更有经济之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自然和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

把人文、生态、绿色、环保等新理念通过美学经济注入到新经济的一体化战略之中，以美学经济的理论

a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04/c64094-2996612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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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去改革创新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与管理机制。以全国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战略”为

例，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方针里，隐含的“两山—

美学经济”路径正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a“美丽乡村”“美好生活”与“美丽中国”之“美”，

绝不是表面的修饰与美化，也不应仅仅与生态有关，还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发展新目标 b，体现在国家

的内涵式发展中，深度渗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之中。这种

辐射与关联，是“‘美丽中国’建设区别于其他建设的显著标志，也是建成‘美丽中国’的关键所在”c。

美的追求成为新时代国家意志、人民需求与民族崛起的显性表达。中国人民热爱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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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d。这种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不仅成为了新时代激发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强劲动力，也成为驱动每个人奋斗不竭的

内在动力。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美好生活的创造首先来源于人们对美的发现与体验。

经济生产中的每个主体，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识别和挖掘广布于市场中的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求，

依凭他们已有的资源与优势，开发新产品，产生新构思，形成新创意，并以精耕细作的态度与精神将其

投诸生产与服务。当每个个体都着力去发现美、分享美、创造美的时候，基于此所汇聚而成的美学生产

力将会爆发出巨大的发展能量。这股能量不仅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新动能，也为

国家的繁荣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着坚实而强健的支撑。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两山”

理论的美学经济新路径成为国家经济焕发巨大创新势能和强健活力的重要凭借。

（二）“两山”理论指向美学经济新发展路径

“两山”理论的经济发展思路，深刻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出发，以供给与需求联动的方式，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发展动能，改善经济发展结构来真正

实现经济的发展和需求的满足。这种发展思路与美学经济在价值底色、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上都有着巨

大的共通性，这也使得“两山”理论与美学经济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和外在融通性。

从价值底色来看，“两山”理论蕴含着蓬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价值与美学主张。基于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而生发的对美学需求和美学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理想价值实现的内生增

长理论的重视，标志着探索美学资源创新转化，美学需求内在驱动，精神、生态与富裕协调发展的美学

经济发展路径正在形成。

从发展目标来看，美学经济是一种旨在促进“人的感性特质全面解放”的新经济形式。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建立一个由美学经济和美学社会共同构成的统一联合体，是美学经济最终的发

展目标。它与“两山”理论实现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发展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从发展路径来看，美学经济是一种蕴含着巨大的原始性创新势能和广泛的大众创新力量的新经济路

径。这一路径为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落地转化、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基础支撑，为共

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方向性和理论性的指引。在美学经济新理念和新路径的指引下，经济潜能得到

a　习近平：《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07/c70731-24567910.
html。

b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建设美丽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年，

第 8 页。

c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建设美丽中国》，第 8 页。

d　《习近平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共产党员网，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15/c350821-
19591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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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激发，市场的需求得到不断的挖掘和释放，人民的个性、创意、想象力和好奇心得到充分的

尊重和保护。在这种氛围下，劳动与工作的意义被重新看待，一种新的经济文化也将得到提倡和发展。

美学经济鼓励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通过创新实践来发现生活的意义，探索和创造美好的生活。

因此，总的来看，“两山”理论指向的美学经济发展路径既是围绕美学需求的创造而形成的一套供

需联动的新经济学范式革命，也是一种以“意义”为核心，以情感为动力，以人民为支撑，以共同富裕

和个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推动国家发展的创新型驱动战略。

（三）美学经济彰显“两山”理论新的时代意义

在美学经济视角下，“两山”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都得到极大拓展。首先，美学经济为“两山”

的资源转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将传统经济学看待资源的视角从土地、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视

角转向生态视角，并进一步从生态视角扩展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美好生活）的美学视角。在这一视阈下，

“绿水青山”的美学资源不仅是人民幸福、生活美好的根本支撑与重要来源，更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顶层战略资源，是一种高阶的生产力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次，美学经济赋予“两山”新的动力驱动机制。

在“以美好创造美好”的美学经济理念引领下，美的生产成为一种正向循环，“绿水青山”的经济社会

潜能得以更好释放，个体的创新意愿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不断激发，美学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核动力。a再次，美学经济赋予“两山”新的实现机制。它是以绿色生态为发展原则，通过市场化的系

统运作，对美学需求对应下的美学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整合与开发，将其转化为具有良好市场效益并体现

本土创新活力的产品与服务，以此获得象征“金山银山”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与生态财富。

“两山”理论深刻体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这其中，国家将美学需求和美学价值上

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予以高度的认可，并将其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内在源泉。“两山”

理论还体现了国家对创新活动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对本土创新活力培育的重视。总书记“发扬艰苦奋斗精

神”“人人成才思想”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激发各行各业的人民，为着心中的美好，基

于市场的美学需求，人人创意，大胆创新，勇敢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b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中国本土创

新与经济发展，增强社会活力的最坚实支撑。

四、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美学经济转化路径与机制

（一）以美学经济思维重构发展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c这里的思路

既指发展的理念，也指发展的思维和方法。“两山”理念虽已成为新时代全社会的共识，但在现实的经

济社会发展中却由于缺乏方法论的科学指引，思维范式的转换困难重重。美学经济思维主要体现在围绕

不断变化的美学需求，对传统观念系统和经济发展范式进行系统性的思维变革。

传统观念系统是指由约定俗成的观念组成的要素（概念）集合。在人类长期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已

经形成了一种“稳定态”的理解，这些约定俗成的理解不仅以思维定势的形式成为人们的思考与行为惯习，

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样态。传统观念要素既可以指微观的产品特性，如灯

的特性是提供照明，书架的特性是摆放书籍；也可以指宏观的范畴系统，如自然、科技、文化等。这些

要素相互之间往往彼此独立，某些传统观念要素之间甚至还互斥，如在传统的观念中，美学与科技往往

是较少发生关联且相互并行的两个范畴系统。但是在美学经济范式下，科技与美学的深度交融却成为产

品和企业出奇制胜的“法宝”。此外，对约定俗成的产品特性和产品意义的变革也成为企业实现颠覆式

a　美学原始性创新内在包涵了科技创新，是以美学需求为导向，整合科技创新的原始性创新形式。

b　《习近平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

c　习近平：《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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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重要来源，例如，意大利制造商阿特米德（Artemide），通过对灯的意义进行再定义 a，使其成为

行业内的颠覆式创新者与卓越领导者。

与传统思维观念不同，美学经济思维强调围绕人类发展性的美学需求，打破传统观念定式，激活传

统观念要素自身的内在意义，在互斥的观念要素之间，在要素与人的关系之间建立新的融通与新的意义

联结，以此不断拓展人类现有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样态。因此，传统观念系统的美学经济思维变革涉及三

个方面：打破、激活与融通。“打破”即打破传统思维惯性；“激活”则是激活要素之于人的内生意义；

“融通”则是促成要素之间新的意义联结。

与传统经济发展范式中经济生产主要围绕成本核算、产品的功能属性、技术改造和标准化等核心来

组织生产不同，美学经济发展范式则强调以人的发展性美学需求为出发点，在重建产品意义的基础上赋

予产品新的理念，以此重新整合资源，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构建新的经济产业价值链，确立新的美学生

产意义和美好生活价值生产系统。简言之，即美学经济发展范式强调从人的发展性美学需求出发，创造

新的理念，构建新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意义，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态系统。

（二）美学生产力重塑“资源—资本”转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两山”理论

蕴含着新的生产力理论，对“美是一种生产力”的思想给予了重要启示。在“两山”理论指引下，美学

资源的范围突破了优美生态资源的狭隘范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乡土民俗等为代表的，

既关乎百姓民生、又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密切相关的美学资源成为打着新时代烙印的新“绿水青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出美学资源的再造与创新。例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的创造性转化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物活起来”“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等诸多重要论述。同时，针对地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少边穷”地区民族生态文

化资源、特色乡土资源的激活与转化问题也格外关注与重视。如何有效地利用地区资源特色，把生态、

文化等美学资源转化为地区和产业差异化升级发展的美学资本，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是各级政府共同面临的核心难题。

图 2　“两山”的美学经济转化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美学经济发展路径为解决这一核心难题提供了新的实践框架。如图 2 所示，美学经济发展路径从关

乎人民美好生活的美学需求出发，在对这种美学需求细致梳理的过程中，对相应的美学资源进行系统识

别与深入挖掘。美学需求决定着美学资源的识别与具体开发方式，而独特的美学资源亦能对美学需求施

a　传统观念中灯的产品特性主要是“照明”与“装饰”，意大利的阿特米德企业对灯的特性与产品意义进行了再定义，

将其定义为“情调的塑造者”和“人类之光”，由此对灯的理念、样式与风格开启了一系列全新的探索。



66

加反向影响。美学资源主要包括四大类资源：生态资源、乡土资源、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美学资源的转化，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对这些资源进行可持续的系统化运作，构建起

完整的美学经济产业价值链，由此形成系统性的涵化精神的物化美学资本生产系统（即美学资本的链化

结果），并最终实现金山银山的多重价值实现。美学资本系统化运作的结果中的一部分美学资本，作为

静态存量的资本形式，又可以成为新一轮美学经济生产的美学资源。

美学经济转化路径亦可看作是美学资本转化的过程，其中，美学资本的作用形式具体体现为两大类，

即在供给端以生产序列的形式投入生产的生产型美学资本和在消费端面向终端消费市场而投入的消费型

美学资本。前者侧重提升产品的美学附加值，增加产品的风格竞争力，后者侧重提升服务的美学价值，

增加服务的流量和产出。而美学资本化的过程则具体表现为：美学资源与美学需求的识别→美学设计→

美学管理→美学生产→美学营销→美学消费→美学体验→存量美学资本（资产）。a这一过程会涉及诸多

问题，美学需求的细分与精耕培育，美学资源的识别挖掘与建构，美学设计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参与，美

学体验供应链的重构与再造，美学体验消费服务市场的培育与细分，美学营销过程中的美学体验场景塑

造等。总之，在美学资本化的过程中，通过对“绿水青山”本地特色资源的深耕厚植，形成一个内生的

关联企业、产业、市场和区域的美学资本生产系统。其中，美学市场是美学资本生产系统发生化合作用

的“容器”，美学体验与美学意义构成产品价值的核心，主题聚焦、特色鲜明的美学价值则成为当地企业、

产业、市场和区域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

在这一循环体系中，“绿水青山”从过去单纯的“产地”变成了“在地化的产销联动的美学市场”。

而这一产销联动的环扣型、差异化与高溢价的美学市场，亦成为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同时，美

学经济的发展路径与“绿水青山”还具有高度的内生相关性，它是以美学资源为本底，以美学需求为牵引，

以美学资本的系统化运作和美学价值的系统性增值为特质而形成的，从纵向整合到横向关联的经济融合

发展系统。“横向关联”主要指产品、产业、市场和区域等之间的横向拓展，是围绕同一大类美学价值

的创造而实现的跨产业、跨部门乃至跨行政区的美学资本联合体，旨在把“绿水青山”的蛋糕做大做强。

“纵向整合”则是指围绕主题高度聚焦的美学理念，在微观的美学经济产业价值链内部实现的垂直整合，

它往往建立在头部企业引领，尾部企业协同支撑，企业之间处于产品美学价值生产链的上下游关系，它

们共同构成了某一产品美学价值的生产线，旨在把“绿水青山”的美学资源做深做透。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重点指出。首先，在美学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实现结果中，由于美学资本具有极

强的溢出效应，能持续地创造和生产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重价值。因此，也可将美学资本的这一价值

生产特性称为美学资本生产的价值溢出效应。其次，在美学资源的转化中，美力是超越科技力，将美学

资源转化为美学资本的第一生产力。以乡土资源的开发为例，在乡土实践中，科技在留住乡愁、传承文脉、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等方面常常“肌无力”，而美力却能深入乡土的根脉，以脉为基，以需为引，通过构

建优秀传统农耕美学文化链与当代美好生活乡土美学产业链的内在契合，以浸润着独特的中华美学精神

的乡土产品，唤醒潜藏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诗意“山水田园”。

（三）实现“两山”转化的美学经济机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美学资源具有公共性和市场性的双重属性，既是经济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又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凭借，还是中华民族精神滋养的重要源泉，是发

展人民幸福产业的根基。“两山”理论的美学经济转化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1.“保护—传承—创新”的协同机制

美学资源具有多重价值属性。由于美学资源具有内在关联着人的多样化需求的特性（如生理需求、

健康需求、尊重需求、发展需求等），从而具有多重价值属性（如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

会价值等）。这也意味着美学资源的开发过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在保护、改善其绿色生态价值的同时，

a　邱晔：《从资本到产业：美学经济价值链内涵结构与运行机制》，《学术探索》2020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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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注重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新，也要注重投入产出收益的经济价值。这与传统经济发展观下资源的开

发只关注经济价值却造成“得一损几”的短期发展思路不同，新的发展路径则是从美好生活需求出发，

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社会与经济、个体与国家协调发展的富有创新、充满活力的高

效经济系统。

在美学经济“两山”转化的具体实践中，既要建立和健全“绿水青山”的保护传承机制，又要建立“金

山银山”的创新实现机制。“绿水青山”的保护传承机制囊括了保护、挖掘、活化、培育与创新。“绿水青山”

的动态美学需求和静态的美学资源，构成了独特的以动制静、动静相生的美学资源开发模式，是以经济

的发展来切实推动绿水青山的保护与传承。金山银山的创新实现机制则是“两山”美学经济路径“超越

经济发展经济”的根本体现，既是对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也是对经济价值外溢效用的最大化。这种创新

实现机制既体现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创造性重组与转化，又体现在它对教育、社会、政治和生

态等多元价值的创造性激发与增效发展中。

2.“政府—市场”的互补机制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同时具有公共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经济特性，基于此，本文将公共产

品和市场产品分别称为必要产品部类和市场产品部类。在必要产品部类中，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顶层战

略资源的保护和基础研究以及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的公共资源的系统性开发等，都需要政府在战略发展、

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资金投入以及法制保障方面给予倾斜性的支持与统一谋划。而在市场产品部类中，

则主要由市场要素配置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推动经济资本价值的实现。

美学资源与美学价值具有天然的市场性和公共性的双重属性。新时代象征着“绿水青山”的美学资

源不仅是高阶的经济生产力，还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要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良好的美学产品、美学资源、

美学教育、美学活动等都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绿水青山的美学资源与美学产品的保有量达到一定程

度时，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全民美育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亦能起到巨大的反哺作用。

3.“美学之手 + 有形之手 + 无形之手”的共同参与机制

美学经济的核心发展理念是绿色生态、创意创新、共享共赢共创与协调发展。a在美学经济“为人经济”

的发展模式和外溢效应影响下会产生一个“为人”的社会b，形成一种新的价值治理模式。从社会层面来看，

“美学之手”作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价值实践，为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

了启发性和探索性解决方案。所谓“美学之手”，是指在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之外，紧紧围绕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以社会和人民的自主自愿、共参共赢为前提，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高度

参与，通过协商、合作、互动、共赢的方式，实现资源整合、价值共创与社会共治。由于美学既有独特

的共情（链接）和建构（整合）能力，又充满人性的光辉，围绕美好生活的美学价值创造，各种利益主

体会自发结成一种共赢共生共创的合作关系，并由此形成具有共同价值朝向的价值同盟。

“有形之手”是以行政为手段，以体制机制为支撑，以治理为目的；“无形之手”是以资本为手段，

以市场为支撑，以盈利为目的；“美学之手”则是以感通共情为手段，以共创共赢为支撑，以人的全面

发展为目的。因此，“有形的手”长于社会治理，而“无形的手”则擅长于经济发展，而“美学之手”

则善于凝聚共识，促进人的价值的实现。“美学之手”就像一种具有为人特质的“粘合剂”，当它融于

社会时，社会治理呈现为一种价值治理的模式，社会发展为一种“为人的社会”（美学社会）；而当它

作用于经济时，经济发展会呈现“为人”取向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成为一种“为人的经济”（美学经济）。

在这种共参机制中，政府侧重统筹规划引导，健全制度保障，发挥保障与监督的职能；市场主要发

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保证其项目的可持续性；而“美学之手”则发挥其广泛且灵活的社会动员力和民众

参与力。以全民美育的开展为例，关联和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绿水青山”是开展全民美育的

a　邱晔：《美学经济：一场范式的革命与实践的创新》。

b　邱晔：《美学经济初探》，《北京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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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础，而“金山银山”则是全民美育价值实现的重要体现。这里的“绿水青山”，既包括前面提到

的优秀传统文化等各类文化资源，还指具有美学化育功能的各类共享空间以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美

育活动。在全民美育的实施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作用，也要明确建立政府—

市场—社会的互补机制，前者强调的是运营管理方式的职能差异，后者强调的是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

功能差异。这里以政府角色为例，一方面，政府要对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的公共必要产品加大投入力度，

以此促进社会效益、民生福祉的最大化。如积极建设博物馆、图书馆与市民共享众创场所等美学化育空

间；开展多元化的乡村和城市社区特色美育活动；加大对文博文物民俗资源的基础研究与资源保护力度，

促进资源的共享与共创等。另一方面，政府又要对全民美育进行系统的总体规划与发展引导，为全民美

育提供体制机制的监督保障等。在引入美育人才和美育资金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搭建平台纽带的作

用；在美育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则要充分发挥好监督保障的作用等。总之，在全民美育的具体实践中，

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使人民真正成为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主体。

五、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

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与路径之变。蕴含着丰富美学内涵的“两山”理论，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

的思想”的重要发端，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原则，更是新时代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标。

新时代的中国也正掀起一场以“两山”理论为引领，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深入人民群众

的美学经济实践。

从“两山”理论到“美丽中国”再到“美好生活”，新时代的中国彰显出一种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发展观截然不同的发展观，蕴含着由生态文明向美学文明递进的深刻发展思想。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

展观下，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逻辑构成了其文明发展的双重主旋律。前者是从功利主义和工具论的视角

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成为人类发展的撬板。后者则是从经济发展的驱动逻辑来看，资本的增值是

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在资本的裹挟下，人往往被迫沦为异化的存在。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自身却越没

有价值 a，消费者则沦为商品拜物教的信徒。在资本主义庞大的工业生产系统下，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体现着人类本质特性的美学需求被完全当作刺激消费欲望、扩大消费的工具来使用。

法国学者阿苏利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系统犹如一座庞大的美学品味生产机器，品味的生产服从着

资本的逻辑。b与此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观下，人的全面发展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主

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与协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在这一核心理念的引领下，美

学经济新路径作为一种同人的本质相联系、真正“为人”的全新经济，开始担当起重要的角色与使命。

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个体生活的兴盛与国家民族的繁荣交织为一体。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既能在工作和生产中通过美的发现、创造与分享，收获劳动的审美愉悦，也能在休闲娱乐与消费中，尽

情释放人类的审美天性，为多样化的审美体验创造无限新的可能。一个由“美学经济”而自然形成的“美

学社会”得以孕育形成，经济活力与社会活力完全激发，个体人格充分养成，社会成为了一个由“自由

人构成的联合体”。

美学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核心位置，中华美学精神印刻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文化

寄托。与康德以来西方所宣扬的无功利美学所不同，中国美学一直深度参与建构着人们的世俗生活，不

仅绘就着中国人心中的诗意田园，也构建着绚烂多姿、五彩缤纷的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新时代，美学如

何重新作为一种生产力，赋能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当代中国美学必

须做出的时代应答。中国经济学同样需要立足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初发展截然不同的国情世情，提出发展

a　[ 德 ]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28 页。

b　[ 法 ] 奥利维耶 • 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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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如何发展的中国方案，构建中国经济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a美学经济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虽最早由德国学者格诺特 • 波默提出，但是其在西方的发展却一直停留在学科的边缘层面（要么附属于哲

学，侧重审美批判；要么附属于经济学，侧重美学营销），更多仅限于理论学理的探讨。作为一种深入

国家自主创新实践、人民幸福生活构建的美学经济，却是为中国所独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

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b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c“两山”理论作为代表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发展总思路，对中国新时代发展不仅起着

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更具有面向未来、指引发展的关键作用。“两山”理论的美学经济新

路径是将一系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的重要论述”与党中央关于美的顶层战略落地为切实发展路径的

理论和实践探索。

新时代的中国，美的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国家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着眼中国的实际问题，

如何真正将“美丽”化为“美力”，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是当下国家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

因此，这也赋予了“两山”理论的美学经济路径更为重要的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新经济路径既是

以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中心而进行的一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亦是探索发展中国道

路，彰显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的新理论与新实践。

From “Two Mountains” Theory to “A Better Life”: 
the Chinese Program Driven by Aesthetic Economy

QIU Ye
(School of business,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Beijing,100029)

Abstract: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with rich aesthetic connotations is the important origi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beauty”,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constructing “Beautiful China” and the 
compass for lead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iming at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China's construc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on “beauty” represented by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to construct a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from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to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The aesthe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nurtured 
by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is a new economic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linkag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It is a systematic change in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social life 
style. It is also an innovative driving strategy to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meaning as the core, the 
emotion as the power,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s the 
goal. From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o “A Better Life”, the change embodies the Chinese program of aesthetic 
economy driven development, and highlights the new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Two mountains” Theory, A Better Life, Aesthetic Economy, New Era, Econom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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