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震撼中国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震撼中国读后感篇一

一、世界变化真快。

美国媒体监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末，对全球纸质媒体、
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展：“中国崛起”竟是全球
十年最热门新闻主题，超过美国911和伊拉克战争。

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做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
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翻了一翻的话，那么在
中国这场现代化大潮下，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
命周期内可以翻7倍。

，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不由得回想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
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于对付基
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地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
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更好地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
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将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
脏陈旧的拉瓜迪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
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
堪，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眨眼工
夫，你已经到了上海市区，你扪心自问，究竟谁生活在第三
世界。



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资本的年
代》(1848-1875)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
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
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
大部分的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

无论是再哪一种文化中，腐败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
阶段最为严重。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国家的法
制水平和监管水平还跟不上。

历史上欧洲的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1952年曾出现一
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

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认清了目标，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
高很多，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
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大学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
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
率才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
不可思议的。

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称河的gdp.

中国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
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的境内消
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掠夺，而是给大部
分国人和全球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
最大规模、跨长度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早在1992年经济规
模就超过了日本，20就超过了西欧12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



到讲超过美国，到2030年，将是美国的1.13倍。

震撼中国读后感篇二

在世界逐渐变平的时代里，中国作为“准发达国家”，扮演
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张维为教授丰富的生活阅历给予了《中国震撼》迷人的魅力。
张教授做过伟人邓小平的翻译，走过100多个国家。他以客观
和全面的视角，以世界眼光，分析了中国在特有发展模式下
的迅速崛起的原因，并以朴实易懂的文风表达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让我对祖国的发展大势以及曾经对此的疑问有了全新
的认知与释然。

这篇文章中，首节的“不再误读自己”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
刻，他总结了中国崛起这个不争的事实。告诉国人，中国发
展时至今日,我们已没有理由缺乏信心。对于腐败、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这些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作者通过不同国家的对
比分析，告诉我们这既是发展中的矛盾，也是许多发达国家
还没有解决的普遍矛盾。与我们惯常思维不同的是，作者强
调要先肯定自己的成绩，在基础上再逐步解决困难。问题是
要解决的，但需要一步步来。正是有了发展，才能有谈下一
步问题解决的资本。

通读《中国震撼》，我理解了中国崛起震撼世界的真正原因。
中国是始终以民生为大的国家，其发展强大是为了十三亿人
口的共同利益，极具普惠特征。正是因为以人为本，以和为
贵，才能聚以民心，才能取得所有人今天看到的巨大成绩。
中国震撼是“文明型国家”超强文化底蕴的震撼，是真正的
震撼，无国可比!

作为新时期的年轻人，秉承祖国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人长处，
发扬自身优势是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不可缺少的精神品质。我
们的奋斗依赖祖国，祖国的未来需要我们。我相信，依靠祖



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依靠祖国自己的治国理念，依靠对五千
年文明的传承与光大，加之我们每个中国人不懈努力地创新
创业、拼搏奋斗，未来的中国一定会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新的
更大的震撼!

震撼中国读后感篇三

在世界逐渐变平的时代里，中国作为“准发达国家”，扮演
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张维为教授丰富的生活阅历给予了《中国震撼》迷人的魅力。
张教授做过伟人邓小平的翻译，走过100多个国家。他以客观
和全面的视角，以世界眼光，分析了中国在特有发展模式下
的迅速崛起的原因，并以朴实易懂的文风表达了自己独到的
见解，让我对祖国的发展大势以及曾经对此的疑问有了全新
的认知与释然。
这篇文章中，首节的“不再误读自己”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
刻，他总结了中国崛起这个不争的事实。告诉国人，中国发
展时至今日,我们已没有理由缺乏信心。对于腐败、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这些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作者通过不同国家的对
比分析，告诉我们这既是发展中的矛盾，也是许多发达国家
还没有解决的普遍矛盾。与我们惯常思维不同的是，作者强
调要先肯定自己的成绩，在基础上再逐步解决困难。问题是
要解决的，但需要一步步来。正是有了发展，才能有谈下一
步问题解决的资本。
通读《中国震撼》，我理解了中国崛起震撼世界的真正原因。
中国是始终以民生为大的国家，其发展强大是为了十三亿人
口的共同利益，极具普惠特征。正是因为以人为本，以和为
贵，才能聚以民心，才能取得所有人今天看到的巨大成绩。
中国震撼是“文明型国家”超强文化底蕴的震撼，是真正的
震撼，无国可比！
作为新时期的年轻人，秉承祖国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人长处，
发扬自身优势是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不可缺少的精神品质。我
们的奋斗依赖祖国，祖国的未来需要我们。我相信，依靠祖
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依靠祖国自己的治国理念，依靠对五千



年文明的传承与光大，加之我们每个中国人不懈努力地创新
创业、拼搏奋斗，未来的中国一定会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新的
更大的震撼！

震撼中国读后感篇四

中国震撼读后感

中国近30年发展创造的经济奇迹，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房地
产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总结中国模式离不开房地
产，进行中外对比也离不开房地产。

中国人向来特别谦虚，总是爱用国外的语言体系来衡量中国
的情况。这样一衡量，就麻烦了，没自信了，没话语权了，
没自己的模式了，也没了对未来的信心。这是错的，我们不
能完全套用国外的理论体系，得总结经验形成自己的评价体
系。即便要用国外的，也要把它的实质情况搞清楚，然后再
进行比较。

中国的“平均温度”没有意义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按人均计算，却只能排到一百名以后，真是一会儿膨胀，
一会儿难受。为什么会陷入这么麻烦且说不清楚的境地呢？
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本身没有进行细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
不能用一种标准来判断全中国的情况。

打个比方，拿气温来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可以说平均
气温多少多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就全中国说平均气
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中国最北的漠河，到最南的南沙
群岛，有时气温相差好几十度。所以，如果总是用国际通用
的语言或标准来描述中国的情况，就有可能总也描述不清，



甚至越描越乱。中国的事得分片儿来说。说平均气温，如果
分成东北、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西北、青藏高原，就
会相对比较准确了。分析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也一样。

“准发达板块”与“发展中板块”

我们一提到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就说高得离谱，完全
可以跟纽约、东京、香港比了，而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
很低，这个悖论让中国房地产人都很纠结。如果懂得“中国
即世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即使是房地产行业，也要分
块儿来讲。我们不能把整个中国跟一个欧洲国家比。事实上，
中国光苏州一个城市的人口就跟瑞士差不多，所以拿苏州跟
瑞士比就比较合适，如果拿整个中国跟瑞士比，那人均就没
法比，就好比拿大海比小湖，容易对比出问题来。

中国的房地产也可以大概分成两个板块，一个以东南沿海及
一线城市为主，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这个板
块叫“准发达板块”。另一个叫做“发展中板块”，就是中
西部地区，这个板块更大。

比的应该是家庭净资产

用购买力平价（注解见文章末尾）来说，可以认为“准发达
板块”人均gdp大概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中国整个发
达板块经济总量有多大？大概是30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单
单一个上海的经济总量，就接近芬兰一个国家的量，相当于
两个希腊了。中国几个一线城市的公共投入，像是地铁、高
铁以及体育馆、图书馆等，都是参照国际一流标准进行设计
和建造的，比如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北京的首都机场3号航站
楼等。(读后感 )这样看来，上海、北京正在跟纽约、东京这
些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比肩，广州、深圳等也是一样，瞄准
的是世界最发达的城市。

再来看人均情况。如果按照纳税收入来比，中国人均收入很



低，世界排名很靠后，甚至落后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但中国的情况实际上是人为偏低，
因为中国人的很多收入是没有计入纳税收入的，我们和其他
国家不在一个同等可比较的范围内。深圳农民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表面上看，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在深圳人人都知
道当地农民非常富裕，有好几套房子在出租，这些却都没纳
入收入统计。这样比就显然不对了。

应该比什么呢？应该比家庭净资产，即家庭总资产减去负债。
这么一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沿海板块的家庭净资产不比美
国家庭差。去年的统计，美国中位家庭净资产约合60～70万
人民币，而中国沿海板块家庭比这高多了，甚至城镇也跟这
差不多。当然，美国有过度消费、过度借债的问题，而中国
人很勤奋、很省钱。但即便这样，也是可比的。美国次贷，
就是信用低、还债能力低也给你贷款，而在中国则绝对不给
你贷，当首付涨到3成甚至5成时，楼价却都不跌，这是解释
为什么中国沿海房价高的原因之一。这其中很多疑问需要解
开，否则房地产从业者都没有自信了。

两个板块间的互通与流动

中国同时存在着一个“准发达板块”和“发展中板块”，这
使得中国的未来更有前途，因为“准发达板块”和“发展中
板块”之间有人口流动。中国每年新参加工作的人口中，仅
包括大学和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就将近1300万人，这相当于
一个欧洲中等国家比如捷克的人口。而由于中国人有着共同
的文化和语言，又减少了这种流动性的障碍。再加上高铁的
四横四纵，连起整个中国，使得中国的未来有很多可能性。

如果是一个小国家，例如瑞士以手表为主要产业，如果手表
卖不动，国家就有可能出现问题。而中国有很大的腹地，像
是现在“准发达板块”的生产成本高了，便可向“发展中板
块”转移，富士康、tcl这类企业正在进行这种转移。中国的沿海
“发达板块”带动内陆“发展中板块”，两个板块之间的互



动推动中国城市化进一步加强，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中国的情况，不能简单地去跟其他国家做比较，要不
然无法弄懂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中国问题要有国际视野，
但又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语言模式和话语体系，这有利于目
前中国解决自身问题。

注解：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又
称相对购买力指标，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
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使我们能够在经济学上对各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现行的货币汇率对于比较各国
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产生误导，购买力平价汇率对于比较不
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较精准。

震撼中国读后感篇五

各位书友周末好。根据安排，今天由我分享，我分享的是
《中国震撼》一书。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这本书名字应该叫《新闻联播出书啦》，因为这本书的写作
方式和新闻联播一样，只是顺序有所不同。对比电视版新闻
联播第一部分：中国的领导很忙；第二部分：中国人民很幸
福；第三部分：外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本书是这
样的，第一部分：迷信西方的代价或者外国人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第二部分：中西制度与中西领导人选拔模式对比；
第三部分中国人民很幸福或者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作者
得出中国将震撼世界的结论。

这本书写作模式我也给取了个名字，叫作“互联网-”,是相
对于“互联网+”的，指的是官方思维与互联网思维在传统纸
质媒体上应用，另一方面也是我对这本书的落差所致。

言归正传。我们书友会刚成立的时候，我找到过一个视频并
发到群内，视频题目是“看完这个视频，你还会对祖国失望



吗？”我本来对祖国就不失望，看完这个视频我热血沸腾，
让我对祖国充满了希望。我趁着余热进而找到这个视频的男
主角，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
担任邓小平和其它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
家。我买下了他写的三本书，结果，当看完这第一本书，我
失望了。我这个失望不是我对国家的失望，是相较这本书语
言表达和文字表达而产生的失望。

当然，高兴的说。这本书有很多亮点。比如他概括出了“中
国模式”的八个特点与八大理念，比如他提出的“良政”
和“劣政”,比如中西方制度的对比，尤其说到了“一人一
票”和“多党制”这个问题。都给我一定的启发。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震撼》这本书，副标题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
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
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
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打来的
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书的目录也就是上
面那一段话分开，加上“不再误读自己”,“中国的1+1大
于2”,“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我看东欧、我看东
亚”.

“中国模式”

说到中国模式，他概括了八个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
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
外开放。八大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
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
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不用仔细看这八个
特点和八大理念，就可以感觉到一是有重复的嫌疑，还给人
有点辞藻不够用的感觉。二是有不对应的感觉，就好像他开



始准备用现代写作手法，后来可能最近在研究国学，所以之
后写的好像掺杂了国学的思想在里面。除去标题，他对每一
点的的概括和解释都做到有证有据并有新意。

比如他说到良政善治，作者将世界政治简化为良政和劣政。
在印度谈中国模式时，一位学者问到作者：“您是不是想证
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作者回答道：“不是专制比民主
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
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
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的好；
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
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比如说到多党竞争和一人一票，他在一个研讨会被问到中国
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的问
题上，他反问道：“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
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
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
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
王的合法性从何而来？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
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
定而确定的。”等等。

这些话虽然经不得细看，但乍听起来还是挺鼓舞人心的，有
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多点阿q精神。只是他有时候说出的一些比
较争议的话，就有点震破耳膜，比如他在解释“强势政府”
的时候，说国外的“软政府”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
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的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
的共识都难达成，之后居然说了一句国外无法推动计划生育
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这句话让我看的
心惊胆战，冷汗直冒。比如他说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采用西
方民主取得了成功，可是日本和韩国的成功却是太明显的事
例，在我看东亚一篇里面，他对日本的成功摸凌两可，将韩
国说成缺乏司法独立，将中国台湾说成黑金政治，在我看东



欧里面，他对东欧国家的看法完全就是他和另外一个朋友的
交谈，是想出来的。这样的说法太过片面，将他书中的论点
支撑完全变为主观想象。

陈丹青在想到自己插队落户的时候说道：“夜里在空街陋巷
四处找，没处睡，结果好像是翻墙进了什么院子，立马躺倒，
过了一夜，而且心里狂喜得意，好浪漫，现在才知道，原来
我睡在大时代啊！”大时代是什么？是推翻清朝时候的内外
交困，是党新建时候的内心激昂，是开国大典上的人声鼎沸，
还是搞革命闹运动时候的神圣使命，我想大时代对于处在那
个时候的人而言，他们更多想的是推翻清朝时候的彷徨，是
两党新建时候的事不关己，是开国大典时的扬眉吐气，是闹
革命时的妻离子散。现在呢？现在进入了大时代吗？是
从1978年开始这些年的发展？是“9-3”阅兵？是大数据互联
网？我们这个“大时代”足够震撼到别人了吗？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时代，你自己有被震撼到了吗？我想，这样的答案，
应该再处于这个大时代的民众的心里。

书的最后部分有一句话，说的是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鸟
飞的低，但鸟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我觉得用在这个刚刚
好，中国人，要自省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