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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道-德企业治理模型™
新阳明心学研究院企业治理工具 1.0 版

前言

"心即理，理即心。当下良知即是天理。" ——王阳明

在全球商业面临伦理与信任挑战的时代，传统公司治理模式暴露出形式主义与实质失效的困境。《心-道-
德企业治理模型》基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核心理念，融合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与组织行为学，构建了一套
强调内在良知驱动与外在制度保障相结合的企业治理框架，助力企业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伦理使
命与社会责任的融合发展。

一、理论基础

1.1 阳明心学伦理思想

 心即理：道德法则内在于人心，企业良知来源于组织内在的道德自觉

 致良知：激发内在道德判断力，是企业伦理决策的根本指南

 知行合一：伦理认知与企业行为应保持一致，避免"说一套做一套"
 万物一体：企业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各利益相关方休戚与共

1.2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整合

 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应兼顾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及社区等多方利益

 受托责任理论：管理层对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负有信托责任

 机构投资者治理：强调长期投资视角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ESG框架：环境、社会与治理三大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

1.3 神经科学与领导力研究支持

新阳明心学研究院与国际顶级神经科学实验室合作的"良知领导力研究计划"发现：

 伦理决策脑科学基础：企业领导者在进行伦理决策时，前额叶皮层、内侧前额叶与杏仁核三区域
协同活动，反映认知与情感的整合

 良知共振机制：领导者表现出的伦理一致性会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影响团队成员，形成"良知场"
 伦理疲劳现象：持续进行困难的伦理决策会导致前额叶皮层活动减弱，需要通过心性修炼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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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传统治理模式比较

治理模式 核心理念 驱动力 主要关注点 局限性

心-道-德模
型

良知驱动
与制度保
障

内在道德自觉
与外在制度规
范

伦理价值与经济价
值平衡

需要高水平领导者，落
地周期较长

股东至上模
型

股东利益
最大化

外部激励与控
制

财务绩效与短期回
报

忽视其他利益相关方，
可能导致短视行为

多元利益相
关者模型

平衡多方
利益

外部压力与合
规要求

各方利益平衡与妥
协

决策效率低，目标可能
模糊

ESG治理模
型

可持续发
展

投资者偏好与
声誉管理

环境影响、社会责
任与治理透明度

过度关注外部评级，形
式大于实质

二、模型结构

心-道-德企业治理模型采用三层递进式架构，从内而外构建完整的治理体系：

2.1 心之层：良知自觉（内核）

培育组织内在的伦理意识与道德自觉：

构成要素 内涵描述 实践机制

伦理使命 企业存在的伦理目的与社会责任 使命宣言、伦理愿景构建工作坊

价值共识 组织共同认可的核心伦理准则 价值观共创与内化计划

良知领导力 领导者的伦理示范与道德引领 领导力发展项目、心性修炼计划

道德勇气 在伦理困境中坚持原则的能力 伦理困境模拟演练、安全发声机制

伦理感知力 识别伦理风险与机会的敏感度 伦理案例研讨、良知反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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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之层：制度保障（中层）

构建支持伦理实践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

构成要素 内涵描述 实践机制

伦理治理架构 董事会与管理层的伦理责任架构 伦理委员会、独立董事伦理评估机制

决策流程设计 融入伦理考量的决策制定流程 良知决策矩阵、伦理审议程序

风险伦理体系 将伦理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 伦理风险评估工具、预警系统

绩效伦理评价 将伦理表现纳入绩效评估体系 伦理 KPI、360°伦理评价

透明度机制 确保信息透明与沟通开放的制度 伦理信息披露制度、开放对话机制

2.3 德之层：实践落地（外层）

确保伦理原则在日常经营与外部关系中的实现：

构成要素 内涵描述 实践机制

利益相关者参与 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伦理互动 相关者咨询委员会、共创对话平台

伦理创新 将伦理价值融入产品与服务创新 伦理设计思维工作坊、价值导向创新流程

供应链伦理 延伸伦理标准至供应链管理 供应商伦理准则、伦理审计与发展计划

社区共生 与社区建立互惠互利的良知关系 社区共创项目、社会价值评估体系

环境守护 将生态伦理纳入经营决策 环境良知指标、碳中和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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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可视化

心-道-德企业治理模型可通过以下视觉框架展现：

2.4.1 三层递进圆环模型

德之层（实践）

道之层（制度）

心之层（良知

• 伦理使命
• 价值共识
• 良知领导力
• 道德勇气
• 伦理感知力

• 伦理治理架构
• 决策流程设计
• 风险伦理体系
• 绩效伦理评价
• 透明度机制

• 利益相关者参与
• 伦理创新
• 供应链伦理
• 社区共生
• 环境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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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良知流动动态模型

三、评估与实施方法

3.1 心-道-德评估矩阵

企业可通过以下矩阵评估当前治理状态，每个维度 0-10分：

维
度

初始阶段 (1-3
分)

发展阶段 (4-6分) 成熟阶段 (7-8分) 卓越阶段 (9-10分)

心
之
层

伦理意识薄弱，
领导层关注有限

初步构建价值观，
但未系统化

伦理意识深入，领导者
以身作则

良知自觉成为组织
DNA，自发性强

道
之
层

缺乏伦理制度，
决策忽视伦理

建立基本伦理规
范，执行不够严格

完善的伦理制度体系，
执行到位

制度与良知相辅相
成，形成良性循环

德
之
层

与利益相关者伦
理互动有限

开始关注社会影
响，但策略性不足

系统化利益相关者参
与，积极创造社会价值

引领行业伦理实践，
创造共享价值生态

3.2 治理模式诊断

基于三维度评分，企业治理模式可分为以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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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
心之
层

道之
层

德之
层

特征描述 提升建议

良知领航
型

高 高 高
内外协调，伦理与商业共
融

持续创新，引领行业标准

形式主义
型

低 高 低
制度完善但缺乏内在驱
动

加强领导者良知培养，增强
内在动力

理想主义
型

高 低 中
伦理意愿强但缺乏制度
支撑

系统化制度建设，强化执行
力

功利主义
型

低 中 高
关注外部形象但内在驱
动不足

回归伦理本质，强化价值观
建设

内部固化
型

中 高 低
内部治理规范但外部参
与不足

扩大利益相关者参与，加强
社会互动

伦理孤岛
型

高 低 低
伦理愿景远大但落地能
力弱

建立有效制度，加强外部联
结

应对型 低 低 中
被动应对外部压力，缺乏
主动性

全面系统提升，从领导层开
始变革

初始混沌
型

低 低 低 伦理意识与体系均薄弱
建立基础伦理框架，培养核
心团队

四、实施路径与工具

4.1 心之层：良知培育路径

培养组织伦理自觉的系统方法：

实施阶段 核心任务 实践工具 预期成果

觉醒期 激发伦理意识 伦理案例研讨、良知对话工作坊 形成伦理使命共识

内化期 深化价值观理解
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定、领导力发展计
划

构建一致的价值观体
系

实践期 将伦理融入日常 良知实践社区、伦理困境解析训练 培养伦理决策习惯

引领期 形成独特伦理文化 文化大使计划、跨部门良知分享 建立自发的伦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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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道之层：制度建设路径

构建支持伦理实践的治理结构：

实施阶段 核心任务 实践工具 预期成果

评估期 诊断现有治理缺口 治理架构审计、伦理风险评估 明确治理优化方向

设计期 构建伦理治理体系 伦理委员会章程、决策流程重设计 形成伦理治理框架

实施期 落实制度与流程 伦理 KPI设计、透明度机制构建 建立可运行的制度体系

评价期 监测与持续改进 治理绩效评估、伦理审计 形成自优化的治理循环

4.3 德之层：实践拓展路径

将伦理延伸至外部实践：

实施阶段 核心任务 实践工具 预期成果

互动期 扩大利益相关者参与 相关者地图绘制、伦理互动设计 建立多元化参与机制

创新期 将伦理融入产品与服务 伦理设计思维、价值导向创新 开发体现伦理的产品

延伸期 推动供应链伦理建设 供应商伦理标准、培育计划 构建伦理价值链

共生期 融入社区与环境生态 社区共创项目、环境伦理目标 形成健康商业生态

4.4 心-道-德良知决策矩阵

在关键决策中应用的综合评估工具：

评估维度 关键问题 评估方法 权重

价值一致性 决策是否符合企业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对照检查 25%

多方影响 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如何？ 利益相关者影响地图 20%

长期价值 决策的长远伦理后果是什么？ 情景分析 15%

透明诚信 决策过程与结果能否公开？ 透明度测试 15%

道德勇气 面对阻力是否能坚持正确决策？ 压力测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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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维度 关键问题 评估方法 权重

环境影响 对自然环境有何影响？ 环境足迹评估 10%

改进空间 如何使决策更具伦理价值？ 伦理优化设计 5%

五、企业实践案例

5.1 华为：技术伦理与全球治理

案例背景： 华为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构建伦理治理体系，平衡商业利益与技术伦理责任。

心-道-德评分：

 心之层：8.7分（明确的价值观与领导层示范）

 道之层：9.2分（完善的治理结构与风险管控）

 德之层：8.4分（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实践亮点：

 心之层：构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坚持自我批判"的价值观体系

 道之层：建立包含独立外部专家的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委员会

 德之层：推动"TECH4ALL"数字包容计划，将技术伦理融入产品设计

改进建议：

 加强全球价值链伦理建设，提升供应商伦理标准

 增强伦理创新在前沿技术中的应用，引领行业标准

5.2 阿里巴巴：平台经济的治理创新

案例背景： 阿里巴巴如何构建数字平台治理体系，平衡商业增长与社会责任。

心-道-德评分：

 心之层：8.2分（企业价值观与使命感）

 道之层：8.5分（平台治理规则与风险控制）

 德之层：9.1分（生态系统共建与普惠价值）

实践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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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之层：倡导"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优先级

 道之层：建立平台治理委员会与商家信用体系

 德之层：推动乡村振兴计划，实践普惠金融理念

改进建议：

 加强决策层的多元化与制衡机制设计

 完善平台伦理风险预警机制，主动应对社会关切

5.3 更多行业应用案例

5.3.1 制药行业：恒瑞医药的研发伦理与可及性平衡

案例背景： 恒瑞医药如何在药品研发与商业化过程中平衡商业利益与医疗伦理。

实践亮点：

 心之层：构建"患者中心"的研发伦理价值观

 道之层：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药品安全与伦理审查机制

 德之层：推动差异化定价策略，提升药品可及性

5.3.2 金融行业：招商银行的普惠金融与风险伦理

案例背景： 招商银行如何在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中融入伦理考量。

实践亮点：

 心之层：将"责任金融"理念融入企业使命

 道之层：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完善投诉处理机制

 德之层：开发普惠金融产品，赋能小微企业发展

六、工具应用指南

6.1 应用场景

 企业治理架构重设计

 伦理风险评估与管理

 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建设

 跨文化企业并购整合

 ESG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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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配套工具包

 心-道-德企业自评量表

 良知决策矩阵模板

 伦理风险分析工具

 利益相关者伦理对话指南

 配套数字化诊断平台

6.3 实施建议

对大型企业：

 从董事会层面开始变革，建立伦理委员会

 强化中层管理者的伦理领导力培养

 构建贯穿全球价值链的伦理标准体系

对中小企业：

 聚焦领导者良知培养与价值观建设

 建立精简但有效的伦理决策流程

 将伦理融入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

七、结语

心-道-德企业治理模型融合东方良知理念与现代治理科学，旨在帮助企业构建内外协调、形神兼备的治理
体系。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唯有将伦理价值融入企业 DNA，才能在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
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基业长青。正如王阳明所言："致良知是一个工夫，致了良知，便是圣人。"企业治理
之道，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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