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败局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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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败局读后感篇一

作者：云舒。吴晓波是我很喜欢的财经作家，他写的财经文
章很感性，又有财经作家的理性，还能如散文般优美，所以
我很喜欢看他的书，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大败局》。

《大败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德隆，金融恐龙的
宿命》。德隆，真的像一只恐龙，在地球上也曾有过辉煌，
但都因种种原因消失了。企业家们的失败有时不只是自己的
原因，也源于政府、政策或者部下不利等因素，所以有的失
败，不是没有努力，甚至有的很努力，但依然逃不过“大败
局”。失败，是一种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失败不过是一种
生活中常出现的情况而已，失败往往伴随着更伟大的创新。

书中，吴晓波列举了无数个“如果”，但是，世界上所有的
事情都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我们要学会在苦难中
成长。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我们多么幸运，会不时遇上
麻烦和灾难，无法逃过生命中的灰暗，因为辉煌或金色为落
日的生命是不常有的。”

生命如此，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学习又何尝不是呢？
什么都没有一帆风顺，失败也并不可怕，苦难永远是成熟者
的影子。我们为成功鼓掌，为荣誉鼓掌，更要为失败鼓掌，
为悲剧鼓掌！

如果你跌倒了，趴下了，看到的只有地面，所以，我们一定



要重新站起来！扬起头，或许看到的还是风雨，但风雨过后
定有彩虹！

大败局读后感篇二

在总结失败经验时，不从内部查找原因，时刻只记得外部势
力亡我之心不死。过河拆桥的体制持股者赶走创业团队，宁
与友邦不与家奴心态，积攒了多少恩怨情仇。

企业如何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企业家不能表现出过多的政
治参与热情，这种靠塑造企业而在政治上靠岸的人，本身就
动机不良，所以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产权不清晰，这种戏码
以后将不再上演，以后更大的空间将留给合作，当然也要在
各守底线的情况下。失败经验中外部原因最重要的一环，可
大家都是不停的作死，都知道资本市场比实业更容易赚到钱，
也都敏感的像对待毒品一样，可是一上手，就深深地陷入其
中不能自拔。

这一代企业家总体形象应该配得上霸道两个字。他们的人生
被操纵惯了，但知道自己的企业不能毁到另一帮人手里，于
是把对企业的情感化作深情的操纵欲，他们的求生欲极强，
跟各自清平的出身有极大关联。大部分人在席卷了钱财之后。
迅速的逃亡海外，并没有践行自己当年的铮铮誓言。创业历
程的艰难让他们有了极强的保命意识，同时也知道体制怎样
处罚背叛者。

大败局读后感篇三

吴晓波是我很喜欢的财经作家，他写的财经文章很感性，又
有财经作家的理性，还能如散文般优美，所以我很喜欢看他
的书，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大败局》。

《大败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德隆，金融恐龙的
宿命》。德隆，真的像一只恐龙，在地球上也曾有过辉煌，



但都因种种原因消失了。企业家们的失败有时不只是自己的
原因，也源于政府、政策或者部下不利等因素，所以有的失
败，不是没有努力，甚至有的很努力，但依然逃不过“大败
局”。失败，是一种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失败不过是一种
生活中常出现的情况而已，失败往往伴随着更伟大的创新。

书中，吴晓波列举了无数个“如果”，但是，世界上所有的
事情都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我们要学会在苦难中
成长。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我们多么幸运，会不时遇上
麻烦和灾难，无法逃过生命中的灰暗，因为辉煌或金色为落
日的生命是不常有的。”

生命如此，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学习又何尝不是呢？
什么都没有一帆风顺，失败也并不可怕，苦难永远是成熟者
的影子。我们为成功鼓掌，为荣誉鼓掌，更要为失败鼓掌，
为悲剧鼓掌！

如果你跌倒了，趴下了，看到的只有地面，所以，我们一定
要重新站起来！扬起头，或许看到的还是风雨，但风雨过后
定有彩虹！

大败局读后感篇四

在读完激荡三十年后，一直想再读一下吴晓波的这本大败局，
这两天终于把它看完了。按照先前的承诺，写一篇读书笔记。
首先，这本书写作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将改革开放三十年
的失败教训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给创业者和其他企业管理人员，
让这些经历或者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变局的人，领略这个多
姿多彩的年代，也从失败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我相信，
书中很多企业失败的案例，现在活着的企业也都犯过这些错
误，但是他们活了下来，有些错误先在的初创企业也会继续
犯，能否跨过那到门槛就不知道了。



其次，大败局中的一些案例，跟激荡三十年有所重复，这也
难怪，改革开放三十年，比较大的故事就那些，为了保证故
事完整性，两遍也都有涉猎，这也是比较正常的。读完激荡
三十年，会觉得太遗憾了，晚生了三十年，不能在那个火热
的年代开创一番，再读完大败局，看到那么多人起起落落，
有点悲伤的感觉，有些人是时代的悲哀，受困于当时的年代，
但他们无愧于时代英雄的称号。我们看到了三四年就崛起的
一个个英雄，背后却是无数小人物的没落，故事动人心魄，
也让人黯然神伤。

最后，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也仅仅只有三十年，中国缺的还
是百年老店，民企、国企都缺少那种沉淀，让人未免感觉轻
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上到下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缺
乏那种静下心来做事的气度，也许发展太快，变化太快，挣
钱太容易，让人心浮躁。不禁让我想到这两天的毒疫苗事件，
这是怎样一个民族?那些一直在说传播正能量的人，唱赞歌的，
粉饰的，该醒醒了。连封建王朝都有言官制度，专制统治的
皇帝都不怕嘲讽，何况现代中国，悠悠法网，朗朗乾坤，多
一些不同的声音，更加能拷问中国人的良心。

大败局读后感篇五

今天看到抽屉里的南孚电池，不禁想起当年聚能环的广告。
聚能环不过是个普通橡胶密封圈而已。如果把南孚电池的塑
料皮撕掉，可以发现除了底部的那一小块是负极，整个电池
其它露出来的部分都是正极，而所谓的聚能环的作用就是把
正负极隔开一些防止短路。但是不得不说，当年的这个广告
确实很有影响力，也忽悠了很多人。说到南孚就又想起来左
右时候，南孚电池被竞争对手吉列公司收购的事情。

再后来，吉列被宝洁收购了。于是我惊讶的发现，原来我用
的电池和洗发水，是一家公司的。

做法“断了国内厂商的后路”。还有什么饥饿营销，一天到



晚各种吹风，产品从来不见上市，人家苹果好的没学到，尽
学些什么东西！

所以，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几乎从不在意我用的产品是
出自哪里的公司。甚至有时候我会想（尽管很荒谬），如果
国产的东西没人买，是不是就会少几个富二代，从而减少被
汽车撞到的概率呢？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也许正是
应了这句话。

角度2中国的政商关系

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国的政商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世界这么
多国家之中，我想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政商（第一文库
网我只是指的是民营企业）关系那么复杂、那么奇妙！

就必须要找政府来做自己的保护伞，利用政府来保护自己的
利益。科龙创始人潘宁曾经常被问道香港（当时为了科龙在
香港上市，他经常往返香港与内地之间）与内地经营环境的
差别时，他回答“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
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这侧面反映
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必要性。再加上在市场上相对于
国有企业的天生劣势，这样就形成了民营企业对政府进行依
附的关系，政府对企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企业与政府搞好关系是对企业来说是有大量益处的，但是如
果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亲密的说对企业来说可未必是一件
好事。政府对民营企业进行大量关照，也是有它自己的目的
的，大多数不是由于收受了大量的贿赂，就想让企业帮自己
来提升政绩。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
密切，陷的太深，甚至都不能自拨了，是很危险的。由于行
贿而企业倒闭或者自己深陷囹圄的例子不胜枚举。后一种情
况下，如果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帮助，企业与政府
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和利益冲突，企业只会受到大量的礼遇，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政府为了培养企业下了大力气，企



业却想把主要转移生产中心时或者出现其它的较大矛盾时，
我想政府一定不会善待这个企业。如果对政府太过依附或者
与政府关联过大，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发展，所以企业
还是需要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想成为政府的附属，只是由于他们相对国有企业的劣势地位，
只能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就要求企业想尽办法
与政府搞好关系，甚至对一些政府官员进行行贿。以致于现
在民营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政府官员“送礼”、“搞关系”，
这已经是民营企业之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虽然这样不是一
个什么好的现象，但是可以看出企业要想发展，就要学会利
用政府的帮助，而政府也要利用企业来提升自己的政绩。这
种相互利用、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十分微妙，如果处理的好
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企业生存条件，有时候也可能获得意想
不到的收获。政治手法对一些真正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应该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企业不能不
利用政府来帮助自己，也不能过多让政府来帮扶企业。它们
之间既要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又要为各自的得利益互相博
弈。也许在将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企业与政府之间
关系会变的越来越简单，企业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
在处理企业的事物上。

角度3企业管理方式

在《大败局2》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

这是一个还没有老去的时代,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正在经历一场
从智慧到命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