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价值论读后感 价值为纲读后感(汇
总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价值论读后感篇一

将《价值为纲》浏览一遍，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合上书
页再重新打开，心情已是带着虔诚和严肃认真，重新拜读这
本管理宝典，一段段鞭辟入里的言论，刷新了我对管理的观
念，重塑了我对企业的认知。研读第一章《华为公司的经营
目的》，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在此做以下汇报。

开篇伊始就写到：华为追求长期有效增长，不唯股东利益最
大化，不唯员工利益最大化，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公司存在的
唯一理由。

企业要一直活下去，不要死掉。这句话诠释着企业要求长期
有效增长的根本原因，不能保持增长，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
的企业，终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历史车轮前进滚滚，多少
风光一时的明星企业，都已成为昨日黄花，如何实现企业的
长期存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但我想，最核心的部分
还是企业人要永远保持一颗永不停息的心。

华为公司将“活下去”作为公司的硬道理，而这个活下去，
不是苟且偷生，不是简单的活下去，而是要始终健康地活下
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依赖于客户的生存和发展，而所
有企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下，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服务的
享受者，要想让客户满意，要有良好的客户关系，就要坚持



优质服务。作为直接面对客户的业务一线部门，如何做到提
供优质服务，我想一方面是要真实了解客户的需求，这需要
我们跟客户真诚地、深入地沟通，另一方面是要不断的完善
自身提供服务的水平和内容，与时俱进。

服务客户，应该作为整个企业全体人员的共同意识，让客户
接触到企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我
们的真诚态度，每一个人都成为企业价值观和文化的缩影，
那么我们的企业文化就实现了根植于企业员工内心。

当我们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感觉到合理舒适，那么在
自己服务别人的时候就应该学习这种服务的方法和态度，当
我们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感觉到不适，那么在服务别人的时
候就应该避免使用同样的方式。把优质资源向优质客户倾斜，
我们从客户那里赚到了钱，客户还说我们很好，就实现了优
质服务。

追求公司的长期价值，华为的商业模式是长期保持饥饿状态，
不谋求赚大钱。任正非一直主张赚小钱不赚大钱：“因为电
信网络太不挣钱了，有些设备供应商减少了有些方面的投资，
才让我们赶上来了。如果当我们在这个行业称霸时，我们继
续赚小钱，谁想进这个行业赚大钱都是不可能的，他要赚小
钱，他能不能耐得住这个寂寞？耐不住寂寞他就不干了，还
是我们占着这个位置。”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华为的
企业文化，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
于激活状态。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可以传承的基础就是不让
雷锋吃亏，对那些有使命感、自觉主动贡献的人，组织不会
忘了他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华为，初一接触就已收获良多，后
续仍要继续钻研体会，并将领悟到的知识和理念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



价值论读后感篇二

1、这是一个浅显易懂而又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他至少说明
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考虑
问题要严谨周到，办事到位;第三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做好的
标准是什么?如果有意外采取什么措施应对;第四是计划如有
变动要及时汇报给上级领导或者任务的布置者.总之我个人认
为要有良好的工作态度、较强的工作能力、掌握正确的工作
方法、时刻保持沟通合作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合格并
且还能不断提升自己，将来也会不断晋升优秀员工.也希望大
家对上面的故事认真体会，从中找出对自己的启发.

——

2、教育我们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得不到赏识首先要
从自身找原因，多检讨自己，不要老是怨天尤人.做人要取人
之长补己之短，阳光总在风雨后，有一份付出，就必定有一
分收获.遇到问题多思考，多推敲，争取把事情办的最好，多
为领导分忧解难.如果你是千里马，就一定能遇到伯乐.

——

3、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下，人才竞争、企业竞争异常激烈，优
秀的员工是每个企业都需要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不
撞钟的和尚是每个企业都不需要的.如何才能由一名合格的员
工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这是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
问题.每日按部就班的上下班，按照领导要求每日完成手头的
工作，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员工.读了这篇短文，回
顾一下我们的过去，发现在我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向第一个
人一样的问题，做事远远没有达到瞻前顾后.通过阅读这篇短
文我深受启发，为自己今后的工作指正了方向:1、根据当下
工作情况做好工作计划，合理的工作计划是提高工作效率的
有力保证.2、勤请示多汇报进行融会贯通，做到步调一致，
少走弯路、错路.3、做事要学会瞻前顾后、举一反三.做事从



精细化入手，把每个人都当做自己的客户对待，换位思考，
把事做细，避免支一支动一动的呆板机械作风.4、推陈出新、
解放思想，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观
念，加强责任心，脚踏实地，把事做细做好.

——

4、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都会获得一份职业，获得谋
生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境况的千差万别和个人理
想、能力的不同，形成了工作组织的不同阶层.工作态度好，
努力程度高，积极开拓，敢于创新的人，获得了比较好的职
位，自主权和自我实现的空间都获得了拓展，向上发展的空
间和工作机会越来越多.而态度不好，积极性、主动性较差的
员工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发展的障碍，又不能突破，时而
抱怨自己的工资低，职位低，工作权限不大，工作内容乏味
的员工，只能始终在低层次徘徊，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也明显
落后于那些有着明显职业观和鲜明态度的员工.这样的员工也
往往忽视了决定自己升迁的人不是老板，而是自己，因为领
导的依据是员工的工作表现、自身工作能力.当然这也要和对
公司的忠诚分开来说，对公司忠诚是对公司的感情因素而言，
公司会记住你的忠诚，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工作能力的标准.

企业的竞争是残酷的，人才的竞争亦是如此.公司的发展人才
是中坚力量，每个岗位的员工都应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
高和更新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才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只有公司发展了，员工的回报才会更多.

——

5、对于自己的工作要有严谨的态度，不能马马虎虎、似是而
非，遇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向前向后考虑几个问题，
纵然，我们是公司体系运转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我们有自己
的位置和本职工作，可我们是有头脑、会思考的人，而不是
仅能执行命令的机器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



遇到的问题多思考，凡事力争一百二十分完成.工作能力需要
慢慢锻炼，而且也会因人而异，但是我们的工作态度一定要
端正，所有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试想如果老板要接
的人是自己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呢?那接到任务后还会这么应
付了事吗?纵然，我们只有八十分的工作能力，用一百二十分
的工作态度来弥补，你照样不比任何人差.

——

价值论读后感篇三

我认为这本书应该归类到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涉及到权利，
资本，劳动力，消费。

首先，。这篇文章由浅入深用数学推理的逻辑一层一层拨开
社会的神秘面纱，社会的不平等其中的奥妙就是权利在作怪，
金融权利，技术权利，资源权利，政治权利等等被少数人垄
断了，于是，就产生了不平等。文章里提到在一个橄榄形社
会里，由于贫富的差距同做阑尾炎手术给医院带来的.效益差
异，是一道很有趣的小学计算题，诠释了什么样的行业才能
适应用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绝对是一个拥有
复杂而科学规则的竞赛经济，而不是简单而野蛮的竞争经济，
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劳动力在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劳动力价
值的确定。

价值论读后感篇四

打开《价值》一顿狂啃，趁着女儿睡觉的空档，一天看了200
多页。效率确实很高了，把我没有感觉的语句一扫而过。那
些有感受的内容，加上一点自己的感想。快的时候，也可以
有点思考。这是我以前没有的状态。

开篇就是讲作者如何在大环境下的行为，并且还跟国家政策
等挂钩。当时写下第一个感受---在树立作者大师的形象。其



次感受：大部分成功人士都爱看书来学习。忽然反思到，为
什么这么多人都认为看书好呢？特地查看了原始的“书”字。
一张嘴巴口水四溅的讲话，被笔记录下来，成书。理解：能
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其可讲性的价值。

这个问题确实给不了标准答案，平衡或许是比较贴切的答案
吧。明白价值的另外一种意义，就是一定能够解决某些问题。
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当前不能判定它有价值。对商业来说，
就是能赚钱，才是价值。

很快论述到要回归初心，随即备注：如果初心不能有效解决
问题，初心屁用没有。不想为钱操心，这是我的初心。凭感
觉的总结，确实还是没有依据的。这事是有价值的，问题还
是在自己身上，并没有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想过，应该怎
么做？另外一方面也怕别人认为自己肤浅，只认钱。真的就
是小时候穷怕了，就没有机会好好的存过钱，也存不住。

初心不是没有用，还是自己常常丢了初心。作者：王言瑞语

价值论读后感篇五

今年，“长期主义”这个词特别流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
解和坚持，相比于张磊，我认为张磊理解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从开始的三句话中看出看出，张磊的长期主义是：一，与伟
大格局者同行，二，做时间的朋友；我觉得还有第三个，那
就是遵循第一原理，探求真理；为什么有第三点，因为在
《价值》这本书里，张磊多次谈到第一原理，那为什么没有
写出来呢？我认为是遵循第一原理，探求真理，对一点对于
大部分人是不太适用的。

回顾过去，阅读应该是我坚持的一个长期主义，总是想去探
寻世界的真理，却又总是感觉到在知识的网里面打架，去年
开始学习混沌的第一原理，第一遍听不懂，听第二遍，到第



三遍，或许是开窍了，到今年，对于跳出知识网，渐渐有了
曙光；所以，在此之后，我总结，适合我的思维方式是第一
原理，通过阅读，遵循第一原理，探求真理，这应该是我未
来应该坚持的长期主义。

第一原理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任何一个系统都有
自己的第一原理，是一个根基的命题或者假设，不能被缺省，
也不能被违反。

使用第一原理意味着什么？打破一切知识的藩篱，回归到事
物本源去思考基础性的问题，在不参照经验或其它的情况下，
从物质/世界的最本源出发思考事物/系统。

初学者最大的误区在于认为第一原理只有一个，其实，不同
的系统是有不同的第一原理。

以下图片是根据前面长期主义的分析，按照长期主义，与伟
大格局者同行，做时间的朋友，第一原理的顺序对于价值内
容的一个重新梳理。

价值论读后感篇六

会想读这本书，是因为自己投资股票基金之类，想读读大佬
的书学习一下方法。读完发现根本不涉及二级市场投资。平
时对投资没有太多研究，高瓴资本经常听说，但并不知道它
的领军人。另一位大咖沈南鹏，我也是前几个月才和红杉资
本对上号。

书评两极分化，觉得一文不值的，还有极力吹捧的，极力吹
捧的不乏有各自的出发点，说一文不值的，我也能理解其中
的原因。如果我花了118元买这本书，应该也不会心情太好。

不吹不黑，我之前对张磊没有任何了解，今天看书评才发现
居然还有娱乐新闻哈哈。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路人，



看书时张磊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学院派的，一直强调终身学习、
深入研究、延迟满足等概念，很对我的胃口。

张磊对互联网时代如何发现企业的价值，如何增长价值，做
了一番梳理，用高瓴的一些案例作为证明。之所以会让人觉
得缺乏新意，原因主要有三：1.价值投资概念已不再新鲜，
正因为大多数人做不到价值投资和延迟满足，这个概念就变
成了类似家长的说教，你就说吧，反正我也不听我也做不到；
而且作为私募资本，张磊是可以影响被投资企业的，甚至开
始像管理咨询公司了，这对于普通投资者是无法产生共情的，
就像我一开始是想来取经怎么买股票基金的，2.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造富神话已经听了太多。就像我这样不太关心投资界
的人，不了解张磊，但什么孙正义、沈南鹏的传说，也听得
耳朵长茧了，所以案例基本无法震撼我；3.没有失败案例。
当你永远正确的时候，其他人就无法客观看待你的成功了。

个人经历中不免有断档，第一笔2000万之后就空白了。这里
面也许有个人性格，也许有其他想法，不过正如以上所说，
如果能多一些个人从失败中学到的经验，会更好。

价值论读后感篇七

二刷张磊的《价值》，依然感到醍醐灌顶，备受启发，深感
他算是我最认同的国内价值投资的引领者，没有之一。

张磊从驻马店那个小地方，考上人大、留学耶鲁、创立高瓴，
一路乘势而上，这背后的势能就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重仓中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给我的启发，在正确的领域做正确的事情，是其成功的关键。

他秉持的长期主义观念，是我认同和坚守的准则，做人做事
都要注意时间的变量，日拱一卒，每日精进。



他倡导的价值观“好奇，诚实，理性，独立，并富有同理
心”，也是我给下属传递的原则，有助于每一个个体不断完
善自我，获得真实的成长。

高瓴在他的领导下，师从了大卫史文森的耶鲁捐赠基金，围
绕能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特别是生物医药、食品消费、tmt
和企业服务等领域下重注，近年来取得了让国内同行望其项
背的成绩，高瓴出手，通常至少2个涨停起。

当然，一本书是无法讲清价值投资的全部真谛的，但张磊用
最紧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价值投资最本质的理解，也许你
看完了就像看了很多道理，依然无从下手，书里面看不到投
资技巧，更看不到买入代码。

但其实这本书干的是树牢根基的活，让读者从价值观的底层，
建立对价值投资的正知正见，那样才不会在日后投资之路上
偏离航道，甚至南辕北辙。

在这点上我还是有不少教训的，当年凭着热情和勇气，杀入
投资市场，几年下来不光毫无斩获，反而形成了错误的习惯
和方法，使那些凭运气赚来的收益，却无法用实力来保存。

说到底，投资收益也好，财富地位也罢，都是正确的认知和
克制的人性的馈赠而已，背后的代价就是终身学习，永远做
时间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