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市场信心不足意思 短文信任读后
感(模板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一

信任!信任!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信任，而信任程度就是别
人从内心中对你人格的打分，但信任从何而来呢?信任和不信
任是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产生的，比如：你的朋友让你
代买一支笔，你答应明天买来，可你好几天都没有给他，他
肯定会对你失去信任，下次买笔肯定会去找别的朋友。信任
就是如此，它是金钱、权利等无论如何也换不到的。只有信
任中是没有掺和其它任何东西的，是最纯净的。

有一个关于信任的故事：有一个犯人在路上捡到了一千元钱，
他不假思索地交给了督察的警察，而警察却说："你少来这一
套，用自己的钱变花样使人信任而想减刑，你就是不老实。"
犯人万念俱灰，心想世上没人信任他了。晚上，他越狱了。
在途中，他到处抢劫，准备逃跑。他有了足够的钱，便乘上
去边境的列车。他站在厕所旁边，这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
姑娘走进厕所，才发现门坏了，她走出来轻声地说："先生、
你能为我把门吗?"他一愣，看着姑娘纯洁无邪的眼神，他点
点头。一刹那，他改变了主意。在下一站，他去投案自首了。

啊!信任和不信任能让人变得如此之快。几小时前，他还是一
个拾金不昧的人，而失去警察的信任后，让他在几小时内就
变成了一个放肆的强盗。这之间的差距太悬殊了。如果你身
边发生这种事请不要对别人缺乏信任，因为他们再差也能改
变，请不要失去友谊和成功的机会。



信任!是一种弥足尊贵的东西，没有人可以用金钱买得到，也
没有人可以用诱惑或武力争取得到，它来自一个人的灵魂深
处，是活在灵魂里的清泉，它可以拯救灵魂，滋养灵魂，让
心灵充满纯洁和自信!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二

最近我学了《信任》这篇课文，讲的是：作者与自己的丈夫
到一个无人看管的桃林采摘桃子，并自觉付钱的故事，作者
从中获得了人与人 之间别信任的喜悦。

我认为信任是朋友间友谊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那就不是
真正的友谊。

你有义务信任另一个人，除非你能证明那个人不值得你信任，
你也有权利，受到另一个人的信任，除非你已被证实不值得
那个人信任。信任是是相互的，信任也是友谊的见证。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伙伴约好星期天下午去看电影，可不
巧的是，我感冒了，头很晕，不断流鼻涕。怎么办?去还是不
去，这时我的脑子里就像有 两个小人在拔河。一个细声音说：
“你快去吧，不是约好了吗。”一个粗声音连忙说道：“别
去，别去，身体要紧。”粗声音话音刚落，系声音反驳
道：“虽然生病了，可你答应过人家，不能做一个不守信用
的`人呐。”粗声音愤怒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今天雨下这
么大，那个人可能不会来了，你去了不是白去了吗!”细声音
平静地说：“既然有约定在先，别人就不会反悔，你要对她
有信心，要信任她。如果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何必做朋友
呢?”细声音渐渐占领了我的昕，我决计不管她来不来，我都
要去。于是我拿起我的小花伞出了门。到了相约地点，我一
眼就看见了她，连忙跑过去。她见到我，高兴极了，笑着对
我说：“雨太大，我本来打算不来的，可是又想到如果不来，
你会失望的，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那天下午，我们



看完电影后，又玩了好长时间才回家，感冒似乎也好了一样。
回到家已经是筋疲力尽，但我与她的友情却增加了许多，这
一切都是信任所赐!

公元前4世纪，在意大利，有一个叫皮斯阿司的青年触犯了国
王，被判绞刑。他是个孝子，相见母亲最后一面，可必须有
人替他坐牢。大家都不愿意，他的朋友达蒙挺身而出，因为
达蒙信任皮斯阿司。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行刑那一天的那一
刻，皮斯阿司纵欲回来了!国王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可以逃脱
死刑还愿意接受处罚。他感动了国王，国王把他当场释放。

信任是一种有生命的感觉，信任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信任
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让我们做一个信任别
人和被别人信任的人吧!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三

《信任》这篇文章讲了作者来到了一片桃林采桃,没有人收钱,
只有一个收钱的箱子,作者可以不给钱,但作者选择了诚信,把
钱放进了箱子里,表现了作者很诚实守信,桃林的主人也很信
任别人。

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桃林的主人很非常信任那些来采桃子的
人,相信他们会自觉把钱放进箱子里,作者和其他来采桃的人,
也都很诚实守信,能够自觉把钱放进去。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放学回家时,忘了带钱没法坐车,我就借
给了她一元钱,本来不想让他还,就没说还钱的事,但第二天他
还是把钱还给了我。我觉得她就很守信。

这篇文章让我懂得了,我们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只有自己
相信别人,别人才能相信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诚实、守信
用,这样才能赢得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诚信是金,但金钱却买
不来诚信,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换来诚信,这样别人才能相



信自己。诚实守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我们要把
这种美德传承下去,讲诚实守信用,这样更多的人都能守诚信。
大家肯定不会信任一个不守信用的人。

我们要养成讲诚实守信用的好习惯,这样,我们的世界才能变
得更美好。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四

这篇文章写了作者的爷爷耳背，便带爷爷到助听器店买助听
器。爷爷看中的助听器要1680元，而我却只带了1280元。店
主似乎看出了作者的心思，借作者400元，是为了不扫爷爷的
兴。作者通过这件事，觉得店主是一个善良的人，并给了他
信任，所以作者一定要把钱和诚信还给店主。由此作者也知
道：人间需要信任。

看完后，我心想：人间像这位店主一样信任别人的人，还有
多少啊?如果世间每个人都像店主这样，那我们的社会该是多
么的.美好?店主善良，信任别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如果店主是一个抠门的人，那作者的爷爷，就不能快而且高
兴地得到助听器，就不会拥有长久的快乐。我认为，店主不
仅是在卖助听器，他同时，还把信任送给别人，让顾客感到
他善良的帮助，给别人送去快乐。我打心眼儿里钦佩店主!

我为什么又说自己感到惭愧呢?因为有一次，我和好朋友欧丙
玉一起去学校对面的文具店买文具。欧丙玉看中了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要8元，她只有3元，便向我借5元，并说明天还。我
心想：干嘛要借你呀?借你了你忘了不还我那我岂不是吃亏?
哼，我可不能相信你，坚决不借!于是，我便对欧丙玉
说：“我今天没带钱。”“哦。”她失望地说了一声。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五

本想从福山最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开始读起，



但因为种种原因和巧合，最终，选了了这本《信任：社会美
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作为起点。

整体而言，福山这本书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在对经
济发展状况进行考量时，除了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模式外，还
需要加上社会文化的考量。而信任则是社会文化考量中的一
个重要因素，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信任与其社会环境密
切相关，并需要的长期的积累得以形成。当然，作者对信任
的定义更多偏向于效率。因此，较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信
任”的定义是有很大出入的。

因此，基于受到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家庭主义，所以，中国
的社会往往只信任自己的“身边人”，其信任的范围很小，
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因此，这就成为了中国（内陆）
无法形成高效率、大企业的障碍。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社会环境、国际格局较之二十多年
前，都有很大的改变和差异。因此，一定程度上说，福山的
观点——大型私人企业与社会信任度高度关联，就受到了很
大的挑战。中国产生了很多互联网公司，其中有些巨头已经
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作为低信任的中国，为何在互联网社
会中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方面实现了赶超，是因
为中国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的信任已经截然不同？
还是，政府的政策转变带来的变革？这是需要作者以及相关
的研究者更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福山的观点就已经过时了。福山的观
点很好的解释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困境，
并且当时存在的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国内的
经济环境仍然存在契约精神缺失、诚信道德败坏、威权主义
盛行等因素，这些因素仍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挥重要影响。
因此，这仍然警醒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提高社会的
信任度仍是重中之重。



普通百姓去判断、了解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质情况并不
容易，但信任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却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付诸法律，但法律的运用成本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
的。而人际交往中的高度信任是可以弥补的。因此，尽管福
山的观点不能很好解释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但却并不
过时，因为其观点也是对当前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的
重要提醒。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六

朋友推荐读《信任的速度》这本书时，我心存疑虑：“信
任”不是人人皆知的东西吗，这本书真有可读性？读过后才
知道，这本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以前对信任的理解。

首先，信任的力量是“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大家都
知道信任的重要性，因为信任能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不
诚实、不讲信用的人，他的品德在别人眼里是要大打折扣的。
但是，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信任有如此巨大
的力量，但由于人们对这个力量缺乏了解，往往在不经意间
忽视它的存在，低估它的潜能。“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最强
大的政府、最成功的企业，最繁荣的经济，最具影响力的领
导者，最伟大的友谊，最坚强的个性，最深的'爱，统统都会
被摧毁”。“每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个小时，信任时
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当前的生活质
量，还将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轨道产生深远的影响，不管是个
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通过阅读书中大量的事例以及作者
深入浅出的分析，并且联系自己及身边人的一些实际，我深
刻地认识到了书中这两段话的分量，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任的
力量。信任是一切影响力的根基，尤其在当今世界信任的影
响力更为巨大，原因之一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
代，一个开放的时代，所有事情围绕着合作关系运转，而合
作关系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信任。

这本书还挑战了人们多年以来关于信任的成见，展现给我们



的是，信任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美德，更是一个有形的经
济推动力，是效率的源泉。当信任上升，效率会随之上升，
而成本则随之下降，从而创造出作者所说的“信任红利”；
否则，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就要支付“低信任税”。事实
上，在很多交往中，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支付着这种隐藏的
低信任税。

其次，“信任是品德和才能的函数，品德和才能同样重要”。
品德包括你的诚信，你的动机，你对人的态度等。才能包括
你的能力，你的技巧，你的记录，你的资历等。该书作者史
蒂芬bmbr柯维将信任分为四个核心――诚实、动机、能力、
成果。其中，诚实和动机被归为品德问题；能力和成果被归
为才能问题。通常，我们习惯把信任归为品德范畴，但重要
的是，我们同样要把信任看做才能。人们往往信任那些既诚
实又能办成事的人。假如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做事的动机良
好，但能力不强，每天的任务无力完成，领导和同事还会对
你信任吗？假如你有能力完成任务，也有良好的业绩，但是
做事的动机不纯，心存私心，领导和同事知道了还会信任你
吗？所以品德和才能同等重要。品德是信任的基础，是常量，
任何时候它对信任都是必要的。而才能是依据情况而变化的，
某人在某个方面有才能不能代表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有才能。

在信任的4个核心里面，我感受最深的是动机和成果。良好的
动机有助于赢得信任，而改善动机的基本因素是持有“充
足”的观念。充足的观念也是共赢的观念，它是一种看问题
的角度，“充足”的意思是有足够的东西供大家分享。除了
类似比赛名次这类“稀缺”资源，事实上，生活中多数东西
是充足的。关于“成果”，它是评价一个人才能的实实在在
的东西，譬如一个人的业绩、资历、良好记录等。即使你有
能力，但你不能把事情办成，也不会得到信任。

信任包含个人的信任、与他人关系上的信任、组织的信任、
市场的信任、社会的信任。该5个层面的信任存在层层递进的
关系，所有人在前两层信任即个人的信任和关系的信任里都



有很大的影响力，即使是最后一层的社会信任，它的根源也
在于个人的信任。对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个人信任问题
首先会波及他与他人关系上的信任，然后会波及组织内部的
信任，最终还会波及社会的信任。组织和社会的高信任度来
源于这个组织和社会成员的个人信任。

第三，“在建立信任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作者
在书中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和别人的扭转不利局面的经验。他
让我们相信，信任并不是多数人想象的那么虚幻，那么模糊。
相反，它很具体、可操作。他让我们乐观地看到，大多数情
况下，信任是可以重建的。不管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不论信任度有多低，都可以积极地建立或重建信任，而这并
不是遥不可及的。不论是在个人关系中还是在工作关系中，
有13种行为可以极大地增强我们建立信任的能力。这13种行
为分别是：直率交流，表达尊重，公开透明，匡救弥缝，显
示忠诚，取得成果，追求进步，面对显示，明确期望，负起
责任，先听后说，信守承诺，传递信任。这13种行为来自于
自我信任的4个核心，都需要品德和才能的结合；而且每种行
为都不能把它推到极致，否则就会变成一种弱势；另外，
这13种行为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种平衡，如“直率交
流”需要“表达尊重”来平衡。

总之，信任带来的效率是最高的。

市场信心不足意思篇七

这本书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的leader推荐给我的--史蒂
芬·柯维的经典管理学书《信任的速度》。

该书是联想全球高管的红宝书，被誉为《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以来写得最好的书。一经发表就占据了《纽约时报》和
《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第一名。

书中史蒂芬·柯维通过平实的语言、严谨的叙述向读者朋友



们讲解了信任的五个维度：

自我信任、关系的信任、组织的信任、市场的信任、社会的
信任

诚实、动机、能力、成果

虽然好像看完这个提纲之后全书就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了，
但千万不要觉得只看提纲就够了鸭。以前看过一个很认同的
说法：“看碎片化的文字最多能学会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静下心来看一本书可以教你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论。”

求人以鱼，不如求人以渔。

还是希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够翻开这本书，亲自去
书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因此呢，在本文中，我们不讲
道理，只谈感受，毕竟这也是小葱白更加擅长的领域。

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一个观点让我深受启发。

“信任红利”&“信任可重建”

看到「信任红利」这个概念，我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是呀！原来信任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在互
相信任的良性关系里，我们彼此都会收获到实实在在的，可
以被转化为金钱或者资本的信任红利；而在互相猜忌的恶性
关系里，我们则时时刻刻被征收着巨额的“信任税“，这样的
“信任税”不仅会让我们效率低下，更有甚者，让我们的工
作完全无法得以开展！

信任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
落到实处、可以用数字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

而「信任可重建」则给我灌输了一种“发展”的思维模式。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如何重建信任”？嘿，我就不。

初入职场，我们总是一边无比害怕犯错，一边犯着数不清的
错。我们为什么害怕犯错？因为怕我们还太“弱”，后果承
担不了。因为怕在没有信任基础的前提下犯了错，从此失去
被信任的资格。

当我看到“信任可重建”这个概念时，我突然就明白了。犯
错又怎样，及时纠正错误，及时汲取养分实现快速成长，比
墨守陈规、止步不前的员工更可爱。

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圈，不要害怕做暂时不擅长的事情，
用经历恣意作画就是一张白纸最好的自我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