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岛读后感(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
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岛读后感篇一

从前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人
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
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
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
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
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
出现了。

刚开始这种钞票可以随时得兑换金银。大家都很放心，因为
钞票就是金银。可是岛上金银的产量太小，当人们的交换活
动更加频繁时，钞票不够用了，只能暂停交换。暂停交换的
后果就是大家不生产别人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虽然别人用，
但交换不出去，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减速了。

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成立一家钱庄，这个钱庄是大家的，
由钱庄来发行钞票，印出的钞票借给想用钱的人，然后这个
人有钱了再还给钱庄。于是银行就出现了。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
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
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后来人们的交换活动更频繁了，一家钱庄太少了，于是出现



了很多钱庄，总要有个管钱庄的吧，于是指定一家钱庄管理
其他钱庄，并且钞票只能由这家钱庄印刷，然后通过其他钱
庄借给用钱的人，中央银行就这么也出现了。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于是就到处划船跑，发现了另一
个岛屿，那上面也有人，也有钞票，也像自己岛上这么活动。
但自己岛上生产的东西多，那个岛上生产的东西少，1元钱在
自己的岛上能买1斤大米，那个岛上的一元钱只能买半斤大米，
于是另外岛上的钱来这个岛上买东西时只能2元换1元才行。
于是汇率出现了。算好汇率后，他们开始互相买卖东西到对
方岛上，这就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生产
需要，使交换活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由于岛上生产的产品太多了，以至于没法准确估计到底该发
行多少钞票，发行多了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产品可买，
产品就开始涨价，发行少了呢就开始降价，为了保证价格稳
定，央行要求各钱庄要把一部分钱放在央行里面用来调节产
品的价格，根据价格情况多放和少放。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可是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
海边捡了一颗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
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
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
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

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
一个卖石子的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
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
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越
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
的钱多，产品价格还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
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当持有石子的人
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万来，怎
么办，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



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定了
岛上的经济。

小岛读后感篇二

这周温度突然下降，都要穿棉袄了的，再加上天气不好也在
下雨。

读完了「小岛经济学」，对一些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一
些新的认知，不过以前在这些方面也是有一定盲区的。然后
就日常看书来慢慢提升这方面的认知。

小岛经济学围绕一个小故事展开，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扩大，
以小岛中的鱼来举例，就算是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读了，也
会很容易理解。

整本书围绕着捕鱼展开，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变化，捕鱼量的
变化来看经济的发展，还介绍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等人们成
立政府以后，政府为选举的一些举措，执政人的一些举措使
经济发展到一个不可控的地步，然后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
等一些经济问题。

读这本书可以更好地去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能
大部分人对这些并不关心，可是你感兴趣可以去读读，总的
来说大部分人还是要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一定了解，不
一定要像科班出生那样了解那么多，可以像读读小岛经济学
这本书，对经济发展这方面有一定认知，不存在说是一片盲
区。

小岛读后感篇三

小岛经济学，一部由简单的插图，欢快易懂的描述方式。为
我们呈现出，社会和经济的演变过程。从最原始的生存方式，
人们朴实而善良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随着思想的



进步，人们学会了使用工具创造更多财富。一次次质的提升，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应运而生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人们的
生活也越来越轻松暇意！所有能够创造资本工具的人，都过
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然而面临安全和混乱的社会环境问题，
大家一筹莫展。

政府应运而生，起先政府的表现还能够令人满足。不过随着
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增加开支，慢慢的。政府也出
现了问题。入不敷出，这是大家都不希望承担这样的责任就
选择了欺骗渔民，然而善良的郝演航延续着传统的精神没有
苟同，应该让大众知道事情的真相，共同面对。这样做的结
果就是政府负责人的无能，他们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最终被政客弗兰基和他的同伙们迫害了，自从郝演航死后。
危机不断的出现，然而欺骗也在不断的出现，而且一直延续
下去，谁都不愿意为这种过失买单。历史就这么重复不断下
去，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回想来如同我们自己一样，起先我们拥有创造自身价值的条
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资本变得空间越来越小。而
我们总自以为是的感觉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让我们变得难受。
从来没想过要适应环境，提升自己的资本以确保我们的创造
价值不会下跌。现实我们始终无法面对，总想当然的以为有
转机。只要贵人相助。很深刻的一句话，当美索尼亚的最新
领导人意识到是我们自身没有提升生产力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到，还有谁知道怎么制作渔网吗？我想我们应该自己捕鱼
了。换句话说，我们不去捕鱼就意味着将来没有鱼可吃。我
们不学习捕鱼的方法，不增加自身的资本就没有竞争力，就
没有地位。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很有智慧：授人以渔不如教人
以鱼。趁我们还有资本，抓紧提升我们的储蓄能力。那么多
的平台，我们没有利用好，就是对资本的最大浪费，对自己
干了最残忍的事情。年复一年，等到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时，
我们已经又错过了一个美好的时代。为我们的未来，加油吧！



小岛读后感篇四

最易读的经济学入门读本！最有趣的经济学入门读本！但同
时也是最偏颇的经济学读本，因而也是最不应该让初学者读
的经济学入门书！

先说最易读。作为一本经济学读本，无论多入门，多基础，
都免不了要下定义，立概念，然后在定义和概念的基础上开
始构建理论，而但凡概念和定义都是抽象的，距离生活很远
的，都免不了会增加阅读难度，带来阅读困扰，而这里恰恰
是这本书出彩的地方，堪称神奇的地方，也是其他众多经济
学入门书所没有做到的，或者说做不到的地方，即全书基本
上没有抽象概念，没有学术术语。正是因为没有令不少读者
望而却步的抽象而费脑的语汇，就为本书的易读奠定了扎实
的基础。那么问题来了，没有了概念和术语，怎么去说明道
理呢？答案正好与本书的第二个特点相关。

再说最有趣。没有了概念和术语，作者采用了一种老祖宗就
开始使用，因而是最原始，同时又最管用的方式来阐述道理，
通过讲故事，一个连续的故事来说明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在
故事里，作者通过最朴实的，同时也是最生活化的语言来描
述经济学概念，说明经济学逻辑，因而一方面很好的回避了
经济术语的枯燥乏味，显著降低了读者的理解负担，另一方
面又通过生动有趣、浅显而具体的语言和情景有效地增加了
趣味性。不是采用不同的故事来分别说明不同的原理，而是
采用一个连续的故事来说明所有的原理，所以连续故事本身
对读者所自带的情节吸引力也增强了这本书的可读性，往往
会令读者拿起来，就放不下。

最后再说这本书的偏颇。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像一颗大
树一样会长出众多枝枝叉叉，这些不同枝叉之间会有分歧，
会有争论，很多时候这些不同观点都有其合理性，或者说都
从某个角度，某个维度对现象做出了更好的解释，但是单独
拿出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真理本身，更可能的是把这些貌似



矛盾的观点组合起来才更加接近真相。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
作者显然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同时坚定的反对凯恩斯主义，
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当前世界经济混乱之源，而且必将进一步
带来混乱。

尽管作者的故事讲的很好，但是有关这些内容的故事只是强
化了自己观点的表现力，并没有丝毫改变观点本身的真理属
性，但是这样的表现力对于经济学入门读者来讲的话，可不
是一件好事，很容易给这些读者带来先入为主的成见，因而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初学者最好别看，如果要看的话，
最好看到中间就放下吧。免得中毒啊，说到中毒，还有一毒，
必须得提，故事中的中岛之国颇有映射中国的意味，尽管可
能是作者的无心之作，但是读了以后免不了会浮想联翩，不
过考虑到作者们这么偏激的学术观点，作出这么极端化的比
喻和影射应该也是很可能的。不管怎么样，读了令人不舒服，
提出批评，并旗帜鲜明的反对！

小岛读后感篇五

本书的两位作者peterd.schiff和andrewj.schiff是奥地利经济
学派的坚定拥护者，因此全书都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指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通过
扩大货币供给和财政赤字缓和自由试产的波动，政治家们偏
爱凯恩斯主义的原因也在于他可以拿出一套解决经济危机的
无痛方案。

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经济衰退是经济繁荣期所做出的错误决定
的必然补偿，政府过度发钞，在短期内误导了人们对未来的
决策，从而产生了暂时的繁荣景象。经济迅猛发展过后必然
会有一个相应的衰退期。

本书通过讲述小岛上的寓言故事，联系美国社会的经济现象，



介绍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三个重要观点：

1）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2）改善恶化的经济状况，需要储蓄而不是消费。

3）经济不景气时，需要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故事型经济学读物。作者用通俗的小故
事把储蓄、借贷、货币的产生、政府职能、贸易、通货膨胀、
金本位的破灭、房地产泡沫进行了串联，但需要读者对美国
经济背景有所了解，尤其是后半部分。

由于本书作者是奥地利学派支持者，几乎全文都在批判凯恩
斯主义，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甚至否认数学和概率论在经济学
当中的应用，他们否定一切和政府相关的部门，认为只有纯
粹的市场才能产生价格，近几十年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有走向
极端的倾向。

我个人是支持消费的，每个人的消费都是其他人的收入，资
金只有流通才能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