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穷的富翁读后感 贫穷的本质读后
感(通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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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穷的富翁读后感篇一

1.首先要知道，穷是会遗传的，富人家的孩子大概率未来也
是富人，穷人家的孩子未来大概率也是穷人。这绝非是基因
问题，也不全是物质条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思想的传承，
富人的家庭会把富人的思维言传声教的传递给他的孩子们，
在孩子迷惑的时候可以给出清晰正确的指引。而穷人的孩子
得到的思想和习惯都是穷人的思想和习惯，就算他们偶尔有
一些拼搏和奋斗的苗头时，父母也会及时的泼冷水熄灭这份
不安分的小火苗。他们赚的钱要补贴家用，因而永远没有储
蓄，没有自己的第一桶金，想要改变，可能需要积攒几代人
的努力。

2.问问自己，有没有十年二十年的规划？

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但是没有规划的人生大概率浑浑噩噩，
碌碌无为。

大致有这么一个调查，让大家在（a、拥有清晰明确的十年以上
的长期规划。b、拥有清晰明确的一年以内的中短期规划。c、完
全没有规划，不知道明天做什么。）中选择一项，十年以后，
当初选a的人只有3%，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当初选b的人大
约30%左右，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剩下选c的，整天刷着抖
音淘宝、在各种八卦和肥皂剧中消磨时间的，成为社会中含
着奶嘴的大多数。



3.学习

读书和学习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提高方法，每天晚上睡觉
前问问自己，今天有没有什么提高，收获了什么新知识、新
观点、新技能？如果连续一个星期没有读书和学习而且还心
安理得，那么可能已经颓废了。

贫穷的富翁读后感篇二

作者：马宏生。诺贝尔奖现在的作用，或许就是宣传。没有
哪一位科学家或作家，是抱着最终获奖的目的去做实验，思
考学术问题或者写作的，如果他一开始就这样想了，那他未
必会成为全球知识界仰望的星星之火。

不管之前是多么的寂寂无名，只要获得诺贝尔奖就一下子可
以做到世界闻名，不但个人的曝光足，而且研究成果也会被
世人重新认识。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对克服贫困现象有研究
成果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一本叫《贫穷
的本质》的书里。书自然不是非常的有趣，可是有了诺奖光
辉的加持，使我不得不读下去。

他们三位，十多年间以贫困为研究对象，同时也进行扶贫的
实践，学以致用，摆脱了人们对经济学僵化的观感。经济学
不只是冰冷的数理逻辑，还要有充足的人文关怀。

他们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贫困现象，并不是贫困人群与富
裕人群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富裕人群做决策的
能力和贫困人群大体相当的，所以一些拿穷人劣根性，比如
无知、短视，来做批判的说法，纯粹就是无中生有的说辞。
只是在帮富裕人群和政府，逃避应有的责任。

对贫困人群来说，他们缺乏的是融入社会体系的能力。这些



体系就是良好的医疗保障、教育、就业体系，对富裕人群来
说之所以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无非就是在这个体系中。

体系能够带来相当充足的信息，信息带来的知识又保证了个
体可以在体系中生存下来。所以，扶贫应该帮助贫困人群进
入体系中，保证他们能够留着体系中，同时社会体系要保障
公平。

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对于中产阶层贫困人群更多的去私立医
院就医，这并不代表贫困人群多么的相信私人医生或医院，
只能说明相对于公立医院的沉缓节奏，贫困人群希望从私人
医院和医生那里，得到时间的节省。他们需要把时间投入到
工作中去，他们最负担不起的成本就是时间。

贫困意味着需求被抑制，有些需求是对未来的投入。投入的
减少，意味着抗风险能力的减弱。可是，出于人类的生存本
能，穷人的抉择就是生孩子，所以我们会看到贫困人口多的
国家，自然生育率会非常的高。

从这个角度看，贫困倒是顺着人性的，财富的聚集才有点逆
着人性，东西方的经典都歌颂穷人，印度教的圣经中，将能
升入天堂的人分为四类，其中就有穷人，贫穷顺着人性的所
以要歌颂。

富人要克服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且如犹太人一般，把学习当
成传统，代代传承，才能成为累累巨富。为富不仁，不仁才
能聚财，在过去很多的世代里都是如此，过于人性化，于聚
财不利。

社会的进步，在于产权的确认，交易成本的降低，对财富正
当的追求，同时也要也要保证社会的公平，福利体系的良好
运转，消减贫困人口。



贫穷的富翁读后感篇三

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以及研究得
出一个结论：贫穷之所以在穷人身上长期存在，是因为穷人
没有有效的利用手头的资源，没有将有限的资源提高自身以
及家庭的发展中。

在这句话中，关键词是“有效”

怎样花钱才是“有效”的消费？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很
多人都不会定期去医院体检，因为我们认为，没有疾病缠身
的时候，扔几百块钱去医院，是神经病的行为。

但是，当我们突然病倒在地时，我们却愿意花上几万块，几
十万块去治疗。如果我们平时“破费”几百块钱，每年检查
一次，尽可能的将疾病扼杀在摇篮里。

这“几百块”的体检费用，就是自身资源的有效使用，临终
前的“几十万”医疗费“便是不合理的浪费。

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有效使用自身资源的第一条规律：

1·要做防患于未然的事儿，这些事情看似浪费资源，但从长
期来看，这其实时花费更少，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除此之外，书中研究了很多穷人的消费习惯，穷人有时候并
不节俭，作者发现很多穷人一方面愿意节衣缩食，另一方面
却买下了昂贵的娱乐电子产品。

这种现象有很多，我仔细想了想身边人的消费习惯，确实不
乏这样的案例。作者的解释是：穷人讨厌穷困的生活，但是
他们更害怕枯燥无聊的生活；所以，他们要娱乐、要追逐快
感，哪怕这是一种短暂的快感。



从这方面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二条规律

2·要用自律来换取人生的快乐，而不是用放纵来换取短暂的
快感。快感是转瞬即逝的快乐，用有限的资源，换取瞬间的
快感，这其实是变相的奢侈品消费，这些消费习惯更适合富
人阶层。自律的态度+长期的规划，有了这两大前提，一个人
便能理性的使用自身的资源。

我们的起点或许很低，但也不能放弃，任由破罐破摔。起码，
我们可以选择做个体面的人。

贫穷的富翁读后感篇四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是一部由两位分
别来自印度、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共同完成的经济学著作。本
书所关注的焦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在全球穷人最多的50
个国家，其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相当于人民
币约2元）。从书中我们发现由于处于贫穷状态，所以他们在
作选择时会非常谨慎，而一些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所司空见惯
的小花费，对于本书中的贫穷人群而言却是生活中最突出的
问题；你是否会想过贫穷的人为什么经常搬迁？书中告诉我
们，临时搬迁是他们应对风险的主要形式；而他们一生中的
主要收入都用在了婚丧支出；而这些我们所很难理解的选择
往往就是由于他们缺少信息来源，以至于长期陷入贫穷陷阱，
而无法自拔。

贫穷的富翁读后感篇五

穷人擅长用极其少的资源做成一件小事，比如说家里可以用
一上午的时间做一张小凳子，这个小凳子还没有买来的好看。
他们是不计算时间成本的。

干工作没有什么计划性，今天像去做一件事，遇到了问题他
不会想办法完成自己的计划，他不着急，明天再说。或者说



明明通过改变一下事情的顺序就能解决，也不去计划，但是
对于加班没有什么抵触，感觉这是自己能够吃苦的表现。

执行力比较低，布置另了工作，没有想要立马去完成，因为
手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所以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没有
时间概念，非要等到时间等不及了才去做，还感觉别人要求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