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ted演讲稿电子版(通用8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那
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
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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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晚秋。凉风。落叶。人烟稀少的街头上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
个老人。远看真的以为只是几个黑色的塑料袋，老人的旁边
依着一只细小又弯弯曲曲的木棍，应该是拐杖，身上披着几
层厚厚的烂布，但穿的却很整齐。身前一个锈得发黑的铁碗，
但依旧完整。里面零零散散有几块钱。除了这些老人似乎没
有什么了?。老人留着一头长发，全白了，一根头发，黏糊糊
的贴在一起，可是却很整齐。可是他的脸黑红黑红的，引人
注意的只有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和那一缕洁白柔顺的胡子。

这个老人不喜欢在热闹的街上讨钱，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看
着一片片树叶飘落。他似乎不屑于上街乞讨，尽管衣着破烂，
可是他身上有种特殊的气质。仔细一看，老人瘦得仿佛只有
骨架了，嘴唇也干裂的发白，融入白花花的胡子中。

不久，在这个人烟稀少的角落出现了一个女孩。他的母亲递
给他一碗热腾腾的面，远远望着他慢慢走向这个老人。老人
还在痴望着远方。女孩在老人身前蹲下来，俯下身子平稳的
把面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双筷子轻轻的放在碗上。老人依
然在凝视远方，老人好像不甘于如此，回忆着从前的美好。
这时女孩喊道:“爷爷，这是给你的，你快吃吧。”这时老人
才缓过神来。



老人端起碗，在鼻子前闻了闻。抬头，闭眼。又涌出了几滴
泪水，老人仰起头不让泪水不受控制的落下，又看着女孩，
这时女孩用坚定的眼神看着老人点了点头，便走了。老人注
视了这一碗面一会儿，可是又抵不住饥饿的侵袭。老人双手
颤抖地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老人似乎在狼吞虎咽，又好像
在细细品味。不一会儿老人便连面带汁吃完了。他拿着拐杖，
越过了铁碗朝着太阳的方向离开了。

有时，幸福是饥饿中的一碗面。有时，幸福也是孤独失望时
的一丝关心希望。有时，幸福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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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还记得在以前看到的一篇新闻;在野生动物园中有一头长颈鹿
因患了肠胃溃烂而不治身亡，在人类解剖长颈鹿的尸体后发
现它的肚子里有许多五色缤纷的塑料袋。而这些塑料带便是
使长颈鹿患病的元凶。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
们总在呼吁人们应该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却又在利益的冲
突下而残害它们。再比如说：人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应
尽早戒烟。但还在止不住地生产售卖香烟;人们总呼吁我们要
保护环境，却在另一方面破坏环境。这些不都是相互矛盾的
吗?所以。尽管我们天天在呼吁提倡人们保护自然。爱护动物，
却始终没有减小环境被破坏。污染环境。危害生灵。使动物
们遭受苦难的事情还在不时的发生。

真些令人矛盾的事情在我看来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只顾得看
见和批评别人在污染环境却没有发现其实自己也在破坏环境，
所以人们在提倡别人保护的同时应加上从我做起。让自己以
良好的榜样展现在别人的面前。不要再让更多的动物因人类
的肆意而处于危险之中。让保护动物。爱护环境的这个意识



深深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茁
壮的大树。

让人类和动物们和平相处，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和睦。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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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所谓的幸福，是什么?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迷惑，只到有一天，一次爬山，解决了
这个迷惑的问题。

那天，我们全家在爬山，山很陡，又有许多坑，一步小心就
会滑到。正在爬这座我心想：下次再爬山，打死我都不来了。
我们小心翼翼的走着，真像一只狗熊，歪歪斜斜的爬着。经
过了千山万水，终于到了峰顶。呀!好美!云映着山，山也映
着云，乍看都像神仙居住过的地方。天和云融合在了一起。
山就是这个天界里的主宰，在中间高高地树立着。虽然风很
大，但向我们吹来的是清凉的风，是幸福的风，是快乐的风。
那风，是让人难忘的。

回家后，这股风很让我牵挂。我回想了一会，知道幸福，是
什么意思了。

现在，你不觉得你很幸福吗?幸福，是什么?你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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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遍地，甘做园丁勤浇灌，雪岭摩手，领马志士苦登
攀——这是我人生的坐标。

1997年，我从学校走进学校，由学生踏上三尺讲台，开始了
向往已久的教学生涯。转眼，七年过去了，这三尺讲台和我
接下了不解之缘。它，给了我尊严;她，成了我的依靠;它，
也是我的支撑点。谁想到，久而久之，我在讲台上，学生在
讲台下，一道横线不知不觉把我和学生隔开。是教改的春风，
是新课程的理念让我深思，我想，我得放弃心爱的讲台了。

然而，谈何容易，失去了讲台，很是不舒服。再也没有那高
高在上的感觉了;失去了讲台，更无法翻看抄写的教案!我不
得不挺直腰板，规规矩矩地站在学生面前，一切的一切，我
得从头练起。

慢慢地，我习惯了上课没有讲台的环境，为了避免课堂上的
慌乱，上课前，我不得不认真钻研教材，精心设计教案。

以后，走进教室，我成竹在胸了，不看教材，不望教案，也
能潇洒地上课了。此时此刻，我看到学生敬佩的眼神，心里
高兴极了。

失去了讲台的依靠，让我自由地漫步在学生中，愉快地活动
在学生中。我听到了他们在说什么，看到了他们在写什么，
也知道了他们在想什么。这时候，我发现，那张张稚气的脸
是那么的可爱。学生也常和我讲心里话了，此刻，我们的情
更浓了，爱更深了。

放弃了讲台，走到了台下，给我带来了许多惊喜和收获。我
恍然大悟，讲台，其实是一座山，我在山的这边，学生在山
的那边，放弃了讲台，就如同搬走了一座阻挡师生情感交流
的大山。我庆幸，我终于走到了山的那边!



现在，我时常告诫自己，追求不可漫无边际，理想要一步一
个脚印。的确，有攀不尽的科研高峰，有览不完的历史长河。
作为新世纪的一名教师，回首工余饭后，雏凤新飞，跋山涉
水酬壮志;追忆月下灯前，应做潜龙奋起，呕心沥血步蟾宫!

还是用我喜欢的一首歌的歌词来表达我对教师的热爱吧：

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
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我选择了这一条，无悔无忧。

或许另一条小路一点也不差，也埋在没有那脚印的落叶下，
那就留给别的人们去走吧，属于我的这一条，我要一直走到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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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越来越重视健康和食品安全，尤其是“__”奶粉等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给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食品安全”已成为与国民健康，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相关的重要因素。

对于我们每个同学来说，学习和了解相关的食品卫生知识，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抵制劣质食品的
诱惑是非常必要和实际的。

1.建立食品安全概念，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购买食品时，应选择常规的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购买
食品时，应尽量选择一些知名品牌。同时，我们必须注意食



品包装上是否有制造商，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否已过。

如果你在小商店购买食品，你必须看好制造商，生产日期，
保质期，注意包装袋是否损坏。无生产许可证和qs徽标的食
品不能购买或食用。

2.养成良好的饮食观念。不食用流动摊点的小吃、零食等，
自觉抵制，三无食物，劣质食品，学生在学校尽可能在学校
食堂吃饭。

3.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一日三餐，定时
定量，不暴饮暴食。带上自己的杯子，多喝开水。事实上，
开水是的饮料。

有些饮料含有防腐剂，色素等，经常饮用不利于年轻学生的
健康。

老师，同学们，食品安全都是不小的事，“病从口入”重预
防。如今，已进入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各种细菌正在悄然
滋生和迅速传播。

让我们自觉行动，注重食品安全，重视“问题食品”对身体
健康和青少年成长的危害，远离“问题食品”和“不合格食
品”，不断提高我们的食品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为构
建平安和谐、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而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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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幸福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每个人的幸福观念和幸福方式都
是不一样的，



小偷认为幸福就是在偷别人东西的时候怎么偷也不会被警察
抓住，就算偷了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人来阻止。最后
家里富有得不能再富有了，一屋子都是钱和珠宝的海洋，就
连房子也是用一叠叠钞票和金子筑成的，金灿灿地闪着钱光。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利用歪门邪道来获得的幸福，
最后都会受到它们应有的惩罚。

有钱的人认为家里的钱越来越多才代表越来越幸福，而且还
希望钱多得可以把房子挤爆、填平太平洋才够多。

不过他们指的幸福只是物质上的，如果一个人家里有一大堆
钱，但是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地和一堆冷冰冰的钱呆在一起，
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些
钱又不能带给他感情上的温暖，也不能带给他朋友和家人，
更不可能带给他心里真正的幸福。

我认为幸福就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偶尔下一会儿小雨，欢快的
小雨点儿带着凉爽的微风落在地上浇灭炎热的大地发出“啪!
啪!”的响声，好像在演奏着一首凉爽的乐曲，躲在树叶下的
蟋蟀也愿意一起合奏，在池塘里游泳的青蛙呱呱地叫着，为
乐曲打着节拍，鸟儿在鸟巢里休息时也不忘了给乐队演奏的
音乐添加适合而优美的歌词。

我认为幸福也是在美丽而凉爽的秋天看着美丽的金灿灿的落
叶和花瓣飘落下来，又被一阵凉爽的风卷起，在空中舞蹈，
美丽的橙黄色蝴蝶在它们之间欢快地飞舞着，好像把落叶误
认成了自己的同伴，和它们一起飞舞，在旋转中，不知哪是
蝴蝶，哪是落叶。

我觉得幸福还是在阳光明媚的初夏，和家人们一起来到海边
游玩，

在金色的沙滩上和表弟一起建沙堡，和表妹一起光着脚踩着
浅浅的海浪边走边捡起一个个五光十色贝壳，在海里的防鲨



网内和妈妈一起像鱼儿一样快乐地游泳。

我觉得幸福就是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
的。

幸福其实不难，只要学会感恩，学会让别人幸福，学会知足，
幸福就伸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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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对爱情这个东西还是由始至终的抱有幻想。这个东
西，就像他一直给我让我对婚姻都有一种期望一样。我对情
感的需求我觉得相对于别人来说是比较大的，在小的时候。
也会去赢得家长的关注。甚至为了过分关注而去拼命学习。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无法熄灭我对爱情的向往和迷恋呀。这
才是十八岁天空应有的芬芳。这才是十八岁应有的力量。我
用我的十八来谈谈我的想法。来谈谈我对于爱情的感官。

最近这一个月其实英语围绕的主题就是爱情。最开始有什么
问题是说你相信一见钟情么，你相信笔友或者从未见面但是
情根深种么，你对于未来的配偶有什么要求。你希望他的特
质是什么。现在我来统一的给出我自己的答案。尽可能还原
当时我的想法。第一我对未来配偶基本上没有任何特质的要
求。我唯一希望他的仅仅是一句欣赏生活。在平淡里也能陪
着我安然的度过。第二，我相信一见钟情。那种怦然心动的
世纪毁灭感。却又给你归属感和安全。你会相信。沉溺于这
一股爱情之火，在爱情烈焰里焚为灰烬都是值得歌颂的一件
事。但是我后面想了想。尽管我对爱情这么向往。这么的不
顾一切。但是我连爱情的火山口呀，我都不会想爬上去。我
相信不靠面容的爱情。我相信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我相信
着纯粹的一切。应为这是爱情呀。人类最不能控制的一种情
感。我们在里边。只能随波逐流。

韩寒写过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现在。我想用我的十八跟爱



情好好谈一段。

青春里涤荡的花，岁月里波浪的美好。

你还记得青葱记忆里的美好么。

那年，十八。风在吹。

你的羊角辫和笑语呀。

在空中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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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主要依靠国
家财政与控制的繁荣之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

2009年3月 • 黄亚生

但是，在宣布新的中国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全球的领导人
和高管们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国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
说到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那
是专家治国论的胜利，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企业实现了向
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讲都错了。这种
标准的看法认为，企业家精神、私有财产权、金融自由化和
政治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
于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数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详细分析，
我的研究结论是，财产权和私营企业是高速增长和贫困水平
降低最主要的激励因素。

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文章，认为渐进主义是中国成功地从马
克思主义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许多文章称赞北京摒
弃了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创建了良
好的商业环境，让私营企业有机地发展。这种观点认为，通



过在上世纪80年代首先进行小范围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自
由度和市场导向水平逐渐提高，并在90年代后期积蓄了发展
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上世纪80年代
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地方性试验，催生了乡
镇企业最初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些早期的收获——而并非国
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90年代的城市化——为中国
奇迹奠定了真正的基础。尽管有许多专家将中国宏大的基础
设施项目和利用外国资金建设的崭新工厂与印度破败不堪的
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进行比较，但这种观点夸
大了公共开支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直到上世纪90
年代后期以前，这两种因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占比重都不
大——它们的出现比80年代宽松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乡镇企
业发展大潮要晚得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
比90年代快得多，并且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下
降，贫富差距缩小，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衡量从
经济发展中人均获益的指标——显著上升。从1978年到1988
年，生活水平低于中国贫困线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
而在90年代，尽管gdp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实施了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只下降了6,000万。
此外，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
的程度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它不仅带来
了增长，而且还对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分配。企
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满活力，又符合社会道德。

西方媒体总爱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称颂为生
机勃勃的发展中心（见图表）。而中国的农村地区，即使被
提到，也通常被形容为贫困的穷乡僻壤。但是，只要对经济
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
的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中国的农
村才具有最大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强势干预已经窒息了中
心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所有权。



后一种观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中国的斗争：
由市场推动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
之间的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农村占据优势地位，
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式的、独立于政治的，并且是充满
竞争活力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城市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朝着依赖于政治和国家集权的方向发展。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其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为中国的模范城
市——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事实果真如
此吗？采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成就指标来衡量，上海的
发展远不及温州。温州是位于上海南边数百英里以外一个浙
江省的城市，这里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一片乐土。上世纪80年
代初期，使温州闻名于世的仅仅是它那勤劳的农民。当时，
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
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
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
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温州的转型几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场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82
年，当地官员就开始试行民间借贷、自由利率、存贷款机构
的跨地区竞争，以及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等。温州市政府还
大力保护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并从其他诸多方面使城市更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土企业为民生福祉带来了什么变化吗？非常多。按人均gdp
计，上海几乎是温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两倍（难以获得温州人
均gdp的详细数据）。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
的实际的支出能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就旗鼓相当了。
2006年，一个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个典型浙江居民
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平（如政府福
利）却几乎是浙江居民的两倍。两地居民的平均劳动收入大
体相当。平均来看，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



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
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
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和企业家阶层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改革以后的若干年
里，江苏省吸引了外国投资并从公共建设工程开支中受益颇
多，而浙江省却不然。这种差异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20年前，江苏省比浙江省更为富庶，但如今却比浙江穷，在
每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上都落后于浙江。平均来
看，浙江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大大高于其北方邻省的居民，
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拥有电话、计算机、彩电、相机或汽
车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婴儿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预期
寿命更长，识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
等程度也远远低于江苏。应该如何解释浙江更胜一筹的繁荣
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江苏，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
歧视本地企业而青睐外国资本；而浙江的官员则让本土企业
家拥有自由支配权，允许他们构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
供应链。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难解之处并不是其经济如何发展，而是
西方专家为何对其发展历程的理解错误百出。一个原因是，
这些外来旁观者误解了构成中国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元素之
一——乡镇企业——的性质。一些西方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将
乡镇企业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创新意义的混合体，在
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象征。例如，
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就称赞乡镇企业为从社会主
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时最常见的问题——私人投资者的资产剥
离——提供了具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1他认为，这些企业既具
有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避免被掠夺，同时又能实现私营企业
的高效率。

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乡镇企业归乡镇政府所有。
就在2005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罗斯在《华尔街



日报》上撰文指出，乡镇企业“与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很少
有相似之处” 2。但有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国
务院1984年3月1日发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
到了乡镇企业的名称。该文件将它们定义为“由乡镇主办的
企业、由农民组成的联合企业、其他联合企业和个体企
业。”“由乡镇主办的企业”一词指的是归乡镇所有并管理
的集体企业。该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企业均为私营企
业：个人所有的企业或有多个股东的较大型企业——都是严
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官方对“乡镇企业”
一词的使用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它一直是既包括私营企
业，也包括政府主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认定该名称涉及
到所有制。但中国官方却从地理含义上去理解它——位于乡
镇的企业。中国农业部的记录证明，私人拥有并管理的企业
实体在乡镇企业中占绝大部分。在1985年到2002年期间，集
体所有制企业的数量于1986年达到顶峰，为173万家，而私营
企业的数量却迅猛增长，从大约1050万家增加到超过2,000万
家。换句话说，在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数量的增长完全归功
于私营企业。到1990年，在改革的头10年中，此类私营企业
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占到了乡镇企业雇用劳动力总数的50%，而
税后利润则占到了58%。

对中国发展的真正源泉的思想混乱也搅乱了外国人对中国企
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理解认知。人们常说，中国为全球竞
争带来了新的企业模式，国家所有制与明智的运用政府对金
融的控制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源泉。计算机制
造商联想公司就经常被赞颂为中国非传统商业环境中的一个
杰作。

动资金，但其后所有重大投资的资金均来自于香港3。1988年，
该公司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技术公司获得了90万港币
（11.6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使联想能够将香
港作为其法定的公司所在地。1993年，香港联想公司在香港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上市，集资1,200万美元。联想公司是香
港基于市场的金融与法律体系的成功故事，而并非中国由国
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成功案例。

当中国在汲取华尔街崩溃的教训，并准备应对全球经济低迷
之时，它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去接受它已经发现了
比自由市场更高效的发展模式的说法。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
经验其实非常传统——基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金融。中国的
经验为全世界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提示：旨在鼓励这些力量发
展的改革的确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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