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本大败局读后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日本大败局读后感篇一

失败说可怕也可怕，说不可怕也不可怕。如果是不必要的失
败那就可怕了!如果是那种不懂的失败，没关系你还有救说到
失败，肯定会想到这两个字。例如同学的失败，就是考试考
差了，这失败可怕吗?不!考试当然会考的，那为什么会错?出
卷老师耍你吗?我们要做的，不是伤心，不是气馁，而是学习
失败，为了克服它，为了战胜它。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
母”，不是每个人生下来注定就是成功者，他们也是通过失
败的教训，而通往成功的彼岸，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成功了!你欣喜若狂、洋洋自得!可是，你有发现细节吗?从成
功中学得少，从失败中学得多。不是每次的成功可以成就自
己，只有每次的失败才能完美自己。失败就是没有成功，其
中包括重复的失败，不必要的失败，不会的失败。从失败中
学习，与失败相处，从而寻找自己的成功之路，也是有失败
学，才会有成功,成功=失败+挫折+苦难除了书的封面，呵呵。
剩下的给这本书5颗星，编者很用心。读书的时候完全没有乱
拼凑的感觉，反而觉得很流畅。让人一口气很舒服的就读下
来了。虽然只是短短的创业失败总结的文章，但是背后关于
创业的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考。

最后，我自己的感悟是，虽然我总是看到企业家光辉的一面，
但是我忘记了他们背后的艰辛。筑城非一日之功。企业家背
后的艰辛估计也只有企业家自己能够知道了，错误是通往成



功的必经之道。多少人因为不敢尝试，害怕犯错而最后碌碌
无为。“冒险”是企业家的精神，我们要深深的体会其中的
意味。

日本大败局读后感篇二

断断续续的看完了《大败局》。相比晦涩的经济学，企业管
理等书，这本书无疑会更加吸引我。很早就听说了吴晓波的
其他的作品，如《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却一直
没有机会拿来一读。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拿到了《大败局》，
从此变得热血沸腾十个典型企业的失败案例分析，跟着作者
的脚步走，像是在听故事。因为我也不懂，没有一件是发生
在我的时代，囫囵吞枣的了解个大概罢了。最为让我影像深
刻的是史玉柱的巨人集团，现在的巨人和过去的巨人截然不
同了，但老板还是一个。史玉柱的传奇人生，经历了辉煌到
覆灭再辉煌的传奇故事。不是人人都知道史玉柱，但对脑白
金和黄金搭档，我相信谁也不陌生，称史玉柱为营销天才一
点都不为过。经历了巨人集团的惨败后，能够重整旗鼓，卷
土重来，这是多么的坚韧。有梦想的人，总会站起来。在这
点看来，史玉柱让人可敬。

上世纪末，是个疯狂的年代，是个热血的年代。标王，dvd，保
健品，英特网，已经成为时代的烙印，很多已经消失在大家
的言论中。从书中十个传奇人物看来，只要敢想敢为，即使
失败了，也是无比精彩，很遗憾自己没有赶上那个时代。21
世纪的到来，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不断的细分，就再
也没有这么好的淘金浪潮了。

没有多少人愿意一辈子寂寞平庸，总希望能够有所成就，即
使不在创业，也会是在其他方面。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人，
我无比的渴望能够突破现有的生活，寻找更多的人生激情。
纵使是苦累，我想年老之后回忆起过去自己至少曾经为之拼
搏过，总会感觉到充实，也不会后悔一辈子碌碌无为。



信息使得社会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互联网公司遍地林立。关
注过很多互联网创业，但感觉要比其他很多行业要艰辛。不
仅面对着国外国内的互联网巨头，还得面对许许多多的小企
业。技术壁垒低，投入多，运营时间长，竞争压力大，短期
收益少。很难将企业做到淘宝腾讯这样的规模，未来将是小
企业的未来。个人感觉将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可能是
一个切入点，所谓的物联网也好，电子商务也罢。单纯的依
赖互联网本身，已经很难适合初创者。互联网本身盈利模式
的约束不得不让创业者选择更多的方向。随着无线互联网与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会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紧跟信息
时代的列车，拥抱变化。

书中有句话说的很在理，一家没有效益的企业，无论其他的
地方是多么的出色，都称不上一家好的企业。这是给我印象
最深刻的一句。透过本书，看到了自己的盲点，需要更多的
成长。这本书也让自己看到了本身的那点火光，为了梦想，
点亮希望，就这样上路吧。因为我想做的，我都要去尝试。

日本大败局读后感篇三

吴晓波的《大败局》把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的那些大起大
落的本土创业者，做了横向与纵向的剖析，这些创业者如烟
花般绚烂又快速的陨落。成功的创业者固然要得到鲜花和掌
声，但失败的创业者也为后继创业者提供一面前进的镜子，
这面镜子是用他们的错误所浇铸出来的，在羡慕成功创业者
的同时，更要看清哪些失败创业者所走过的歧路。
里面涉及的创业者大部分从事的是保健品领域，他们那种在
改革开放后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确实在那个时代无所不能，
因为那时中国信息闭塞，大多数消费者还处于未开化的阶段，
可以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未开化人”。对于这样庞大消费
群，当时无论做什么方向，基本都能获得很好的发展，能够
占据很大的市场，那个年代普遍还属于求大于供的，且交易
信息不明，由于信息不明，孕育出来很多商业机会。
在一个新市场经济刚刚萌芽未开化的时，所有的商品只要宣



传得当，还是有大批的消费者。虽然那时的国人经济条件普
遍不好，甚至还很穷，但我们中国人多，有购买力的消费者
基数很大，无论做什么都有巨大的市场。一个商品要想让消
费者购买，应是以下几步，一是，产品设计到生产；二是，
包装和宣传；三是，品牌的积累和巩固。当时哪些企业在推
广产品主要还停留在第一和第二步上，品牌维护刚有这个意
识，不是很强，像太阳神算是哪个时代的正规军了。
那时的正规军和草莽军都在用同一套方式做销售宣传，就是
猛烈的电视广告投放宣传，那时的电视作为信息的传播载体，
还是相当先进与集中的，人们获得主要的娱乐途径就是通过
电视节目的播放。所以电视宣传产品，成为了消费品企业的
主要竞争高地，有些企业为了成为央视黄金时间的标王，不
惜豪掷亿万金，效果在短期看来显而易见，但后续的危害也
是极为深重的，甚至把一个企业都拖垮了，投入与产出比严
重不合理，秦池酒业就是典型代表。
企业产品宣传很重要，甚至在现代企业中也非常重要，但这
些败局中的企业，把大部分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宣传，通过
高额的广告宣传投入，把销售额做上去，严重忽略了公司的
战略前景和对后续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都是单腿走路，单腿
走路也能走，只能蹦跶一时。
大量且长期的广告宣传，把消费者对于保健品的期望和信任
逐渐透支，渐渐大家的把这个市场做死了，大河没水，小河
能量再强也要面临干枯的境地，这是大环境的破坏所导致。
犹如千万年前恐龙的灭绝，两个说法比较中肯，气候环境逐
渐变冷和恐龙所需要的植物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才导致恐龙
的逐渐灭绝。
在那个看似遍地是黄金的年代，大多数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用冯仑的话说，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这个原罪更多的是
国家没有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配套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留下
很多漏洞和灰色地带，让人有空可钻，或者不知不觉就走在
灰色地带的边缘。
这些创业者无疑是当时最具魄力和眼光又不乏灵活的社会中
坚力量，他们更多靠的是脑力勇气和智慧以及时常游走在道
德和法律边缘达到自己人生巅峰，这种状态下拼杀出来的创



业者，要他们把道德和法律这些现代经济文明体系里所要遵
循的准绳太当回事，似乎有些苛刻了，这好比一个管理不当
又错误百出的国有企业，大家长期都在贪企业的小便宜，有
几个人能忍住不去贪，哪怕是一次都没有，这样的人有，但
属凤毛麟角。
现在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也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创业者，现
在企业也发展的很好，真正从创业者变为企业家，不能说这
些企业在当时就那么的遵循市场道德和法律法规。我们看到
他们挺过来了，他们也是从杂乱无序的游击队，逐渐变为正
规军，甚至有了自己品牌的正规军，他们的战略转型，他们
顺应现代的高效管理，他们对新产品的不断创新，他们对自
己品牌的长期维护，无疑让他们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化企
业，转型成功。
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和认知，用现代市场经济眼光看那个时
代人对市场的理解和做法，难免觉得有些迂腐甚至幼稚，因
为那个时代没有路径可选，没有经验可参照，国家尚且都是
在摸索着前进，何况企业。他们只能不断的在试错，错了再
改，但有些试错，错的太过了，以至于到了难以挽回的余地，
所以这个企业也就随着创始人的错误一起葬送。
那是一个遍地流金的年代，那是一个靠智慧和胆量就能创造
奇迹的年代，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是一个梦想遍地
都是的年代，那是一个布满灰色地带的年代，那是一个机会
与陷阱并存的年代，那是一个敢于视为道德和法律为虚无的
年代，那是一个不可磨灭和遗忘的年代。向那些不甘平庸而
且创立起企业王国后又失败的创业者致敬，他们是哪个莽荒
时代敢于吃螃蟹的失落英雄。（流流语）

日本大败局读后感篇四

吴晓波的《大败局》把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的那些大起大
落的本土创业者，做了横向与纵向的剖析，这些创业者如烟
花般绚烂又快速的陨落。成功的创业者固然要得到鲜花和掌



声，但失败的创业者也为后继创业者提供一面前进的镜子，
这面镜子是用他们的错误所浇铸出来的，在羡慕成功创业者
的同时，更要看清哪些失败创业者所走过的歧路。

里面涉及的创业者大部分从事的是保健品领域，他们那种在
改革开放后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确实在那个时代无所不能，
因为那时中国信息闭塞，大多数消费者还处于未开化的阶段，
可以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未开化人”。对于这样庞大消费
群，当时无论做什么方向，基本都能获得很好的发展，能够
占据很大的市场，那个年代普遍还属于求大于供的，且交易
信息不明，由于信息不明，孕育出来很多商业机会。

在一个新市场经济刚刚萌芽未开化的时，所有的商品只要宣
传得当，还是有大批的消费者。虽然那时的国人经济条件普
遍不好，甚至还很穷，但我们中国人多，有购买力的消费者
基数很大，无论做什么都有巨大的市场。一个商品要想让消
费者购买，应是以下几步，一是，产品设计到生产;二是，包
装和宣传;三是，品牌的积累和巩固。当时哪些企业在推广产
品主要还停留在第一和第二步上，品牌维护刚有这个意识，
不是很强，像太阳神算是哪个时代的正规军了。

那时的正规军和草莽军都在用同一套方式做销售宣传，就是
猛烈的电视广告投放宣传，那时的电视作为信息的传播载体，
还是相当先进与集中的，人们获得主要的娱乐途径就是通过
电视节目的播放。所以电视宣传产品，成为了消费品企业的
主要竞争高地，有些企业为了成为央视黄金时间的标王，不
惜豪掷亿万金，效果在短期看来显而易见，但后续的危害也
是极为深重的，甚至把一个企业都拖垮了，投入与产出比严
重不合理，秦池酒业就是典型代表。

企业产品宣传很重要，甚至在现代企业中也非常重要，但这
些败局中的企业，把大部分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宣传，通过
高额的广告宣传投入，把销售额做上去，严重忽略了公司的
战略前景和对后续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都是单腿走路，单腿



走路也能走，只能蹦跶一时。

大量且长期的广告宣传，把消费者对于保健品的期望和信任
逐渐透支，渐渐大家的把这个市场做死了，大河没水，小河
能量再强也要面临干枯的境地，这是大环境的破坏所导致。
犹如千万年前恐龙的灭绝，两个说法比较中肯，气候环境逐
渐变冷和恐龙所需要的植物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才导致恐龙
的逐渐灭绝。

在那个看似遍地是黄金的年代，大多数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用冯仑的话说，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这个原罪更多的是
国家没有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配套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留下
很多漏洞和灰色地带，让人有空可钻，或者不知不觉就走在
灰色地带的边缘。

这些创业者无疑是当时最具魄力和眼光又不乏灵活的社会中
坚力量，他们更多靠的是脑力勇气和智慧以及时常游走在道
德和法律边缘达到自己人生巅峰，这种状态下拼杀出来的创
业者，要他们把道德和法律这些现代经济文明体系里所要遵
循的准绳太当回事，似乎有些苛刻了，这好比一个管理不当
又错误百出的国有企业，大家长期都在贪企业的小便宜，有
几个人能忍住不去贪，哪怕是一次都没有，这样的人有，但
属凤毛麟角。

现在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也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创业者，现
在企业也发展的很好，真正从创业者变为企业家，不能说这
些企业在当时就那么的遵循市场道德和法律法规。我们看到
他们挺过来了，他们也是从杂乱无序的游击队，逐渐变为正
规军，甚至有了自己品牌的正规军，他们的战略转型，他们
顺应现代的高效管理，他们对新产品的不断创新，他们对自
己品牌的长期维护，无疑让他们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化企
业，转型成功。

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和认知，用现代市场经济眼光看那个时



代人对市场的理解和做法，难免觉得有些迂腐甚至幼稚，因
为那个时代没有路径可选，没有经验可参照，国家尚且都是
在摸索着前进，何况企业。他们只能不断的在试错，错了再
改，但有些试错，错的太过了，以至于到了难以挽回的余地，
所以这个企业也就随着创始人的错误一起葬送。

那是一个遍地流金的年代，那是一个靠智慧和胆量就能创造
奇迹的年代，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是一个梦想遍地
都是的年代，那是一个布满灰色地带的年代，那是一个机会
与陷阱并存的年代，那是一个敢于视为道德和法律为虚无的
年代，那是一个不可磨灭和遗忘的年代。向那些不甘平庸而
且创立起企业王国后又失败的创业者致敬，他们是哪个莽荒
时代敢于吃螃蟹的失落英雄。(流流语)

日本大败局读后感篇五

周日到今天为止，连续四天利用空闲时间，才读完这本书
《大败局》，《大败局》一书，作者吴晓波，毕业于复旦大
学新闻系，记者出身。读上一本《激荡三十年》书，也是他
写的，这本书又被评为影响中国商界二十本书之一。当我读
这本书的时候，在浙大读研的好友刘志通，说吴晓波给他们
上课，是本书的作者，感觉何时有幸也能现场听一听本书作
者的授课，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探寻著名企业中国式失败的
基因。详细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失败的著名企业的原因
以及给后来者的警示分析了瀛海威、秦池、爱多、巨人、玫
瑰园、飞龙、三株、太阳神、南德、亚细亚、健力宝、科隆、
德隆、中科创业、华晨、顺驰、铁本、三九、托普中国新兴
企业盛极而衰的失败基因。

当我准备写读后感的时候，感觉又是不知道如何写，有一些
压力，虽然知道自己也写不出什么精彩的亮点，但我觉得每
次写一点东西的时候，养成自己思考的行为习惯，也许后面
很多情况下，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顾及阅读，这样就会让自
己越来越缺少读书的思维，缺少思考问题的行为，也担心到



时候自己不会写东西，现在经常也面对很多话题，迷茫的不
知道如何下手讨论说起。所以只想让语言这种文字一直伴随
我们的生活与生命!希望身边更多的朋友们，不论多忙碌的时
候，在自己空闲的时候去写一点读书与生活的感想，让自己
的文字能力在生活中伴随，这样也能去思考更多生活中的一
些东西。

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评
论并不是那么完美，并不是那么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年轻，
还有很多不完整的世界观，但我还是要说的，因为如果你没
有说，那么以后有可能自责会一直伴着你，一次一次没有说，
那么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说。所以我决定写点什么，
不管每次写的好与不好，尽成一家之言，难等大雅之堂，姑
妄言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没看过这本书的可以看看，看
过的大家一起说观点。简单有时候想，做企业和做一起人又
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很多的问题，探究其本质，原理都是一样
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概就是八零后出生的时候，中国的社
会正在进行着深层次的改革，这是怎样的一场变革呢?我们没
有机会赶上，我想用一个狂风骤雨来形容。在经历了动荡的
十年之后，中国太需要改革了，太需要进步了，太需要的能
站在风口浪尖领导这场该改革的人物了，只能说我们太需要
了，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他们这一群人更是那个时代的产
物，(而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呢?)他们更是那个时代的引领者，
就像作者说的我们应该给失败者掌声也是因为太需要了，所
以那个时代的人们又忽略了什么，就如同我们如果太喜欢一
个东西的话，总会不自觉地忽略它的某些缺点，这本是人之
常情，但到了企业里忽略了某些却能造成永久的遗憾。那是
一个疯狂追求财富的年代，他们总是把企业的利益放到了高
于一切的位置上，刚刚兴起的广告行业成了造就他们神话的
利器，我想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广告似乎对于刚刚从灾难中
出来的人们有着异乎寻常的魔力，人们太容易受广告的影响
了。当我们回过头再看的时候，发现那时的广告甚至比我们



现在的许多广告更加的疯狂，夸大，处处体现了一种浮躁，
一种自欺欺人的欺骗。凭借这样的利器虽然能获得成功，却
并不能让成功留住，正所谓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我
想也许那个年代的人们注定是很难知难的，因为他们忽略了，
他们的激情，热情，疯狂，那种为挽救中华民族企业的豪情，
让他们不得不忽略某些东西，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有时候做企业和做人的分别。这里面的深层次的本质问题其
实是一样的。我们容易浮躁，容易疯狂，容易受成功的影响，
也许失败了对我们是好的，而成功却给了我们更深层的危害，
一些小的，暂时的成功让我们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似乎
我们就是那华山之巅的英雄，正在比武论剑，笑傲江湖。浮
躁的上升猛烈，一旦衰落，也是迅速的，甚至让人来不及思
量就轰然崩到了。我们做人是不是该思考一些让自己更加沉
静的东西呢?但同时我还是非常钦佩他们的那股豪情壮志，激
情满怀的，我想在我们沉稳理性的背后更应该有激情的理性，
我们是自豪的一代，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的但同时我们也
缺少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东西----激情。

浮躁让他们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此致命，让我们曾以为
那些不会倒下的巨人们，一个一个的倒下了。这里面的原因
肯定是多方面的，我只是说我的一家之见，我想最主要的是
他们忽略了一个企业的灵魂的培养，正如我们所知，一个人
如果没有灵魂那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试想如果一个企业没
有形成它的灵魂，那么短命也许是必然。一个企业的灵魂代
表了这个企业的文化，精神，内涵，制度，管理等等，可以
说这是一个企业向心力，没有他就算聚到一起的人们最后还
是会分散。那个年代的人们我想大概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最
深的一代吧!他们成长在把毛主席当神的时期，所以对毛主席
顶礼膜拜，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当毛主席去世，刚好他们将
到而立之年所以难免的将毛主席的一些思想用到了企业里。
就像开头史玉柱说的买毛泽东的书，但在那个狂风骤雨的年
代人们崇拜的更多的是毛主席的战争理论，而没有看到的毛
泽东思想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是忽略了吧，他们将毛主席



的战争理论一次一次的用到了自己企业发展当中，在初期为
自己为企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到后期就不行了，激情总有
退却的时候。没有灵魂的支撑，是很难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