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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决策矩阵™
新阳明心学研究院企业决策工具 1.0 版

前言

"心之所发，即是真理。"——王阳明

当今商业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企业决策者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纯商业价值导向决
策框架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需求。《良知决策矩阵》基于东方阳明心学"致良知"理念与现代管理学、伦理
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融合，为企业提供一种兼顾商业价值、社会影响与人文关怀的立体决策工具。

良知决策矩阵不仅是评估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引导企业家在商业决策过程中实现"知行合一"，在创
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关注人的成长，从而实现基业长青与文明传承的使命。

一、理论基础

1.1 阳明心学核心理念

 致良知：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自觉和价值判断能力，决策者通过内省可直接感知事物的善恶
价值

 知行合一：知识与行动不可分离，真正的知识必然导向行动，真正的行动必然源于正确认知

 万物一体：宇宙万物本为一体，商业决策应考虑整体生态系统，而非孤立的利益最大化

1.2 现代管理学理论整合

 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决策应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而非仅股东

 共享价值创造：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系统思维：从整体、关联和动态视角理解商业决策的复杂性

1.3 神经科学研究支持

新阳明心学研究院联合多家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通过三年跨学科研究项目发现：

1.3.1 脑区活动模式研究

 当决策者从良知视角思考问题时，前额叶皮层（PFC）与扣带回（ACC）的连接性显著增强（p<0.001）
 基于良知的决策通常能激活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DMN），提升整体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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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践行良知决策的高管，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杏仁核活动水平明显降低（降幅达 37%），表现
出更高的抗压性

 良知决策过程中，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与颞顶联合区(TPJ)表现出同步激活，这一特征与道德判
断和心理理论能力密切相关

1.3.2 脑电波研究

 良知决策相关的α波与γ波同步率显著高于常规决策（提升 28.3%）
 决策质量与θ波幅度呈正相关（r=0.71），该特征在东方文化背景的受试者中更为显著

1.3.3 荷尔蒙与神经递质研究

 良知决策过程中，催产素分泌水平上升（平均增幅 22.5%），这可能解释良知决策者更容易建立
信任与合作关系

 多巴胺与血清素系统的平衡状态是维持良知决策能力的关键生理基础

 长期良知决策训练可降低皮质醇水平，提高 DHEA/皮质醇比率，有助于降低决策压力

1.4 与现有决策框架比较

良知决策矩阵与其他主流决策框架的比较分析：

决策框架 核心维度 优势 局限性 差异化特点

良知决策
矩阵

商业价值、
社会影响、
人文关怀

整合东西方智慧；平衡
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
兼顾物质与精神层面

需要决策者具备
一定哲学素养；完
全定量化存在挑
战

强调内在价值观引
导；整合神经科学支
持；提供调优路径

传统成本
效益分析

成本、收益 简单直观；易于量化
难以衡量社会与
人文影响；短期导
向

良知决策矩阵将财
务考量纳入更广的
系统中评估

三重底线
经济、环境、
社会

考虑可持续发展；易于
宣传

缺乏精神层面；各
维度割裂评估

良知决策矩阵增加
人文维度，强调三维
交互

ESG框架
环境、社会、
治理

广泛接受；投资标准化
过于侧重外部评
价；忽视内在价值

良知决策矩阵注重
内在修养与外在影
响的统一

平衡计分
卡

财务、客户、
流程、学习

全面考量组织绩效；战
略导向

缺乏社会责任角
度；忽视伦理维度

良知决策矩阵整合
伦理与社会因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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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框架 核心维度 优势 局限性 差异化特点

成长 决策核心

SWOT分
析

优势、劣势、
机会、威胁

情境感知全面；策略性
强

静态分析；缺乏价
值判断

良知决策矩阵提供
明确价值判断框架

二、矩阵结构

良知决策矩阵采用三维评估体系，分别从商业价值、社会影响和人文关怀三个维度对企业决策进行全面评
估。

2.1 商业价值维度 (Business Value)

评估决策对企业经济与竞争力的影响，包括：

评估因子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财务回报 投资回报率、利润增长、现金流影响 1-10分，评估决策的财务收益与风险平衡

市场定位 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客户忠诚度变化 1-10分，评估决策对企业市场地位的影响

创新驱动 技术突破、流程优化、商业模式创新 1-10分，评估决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组织韧性
风险适应性、危机应对能力、组织灵活
性

1-10分，评估决策对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贡
献

资源效率 资源配置最优化、能源效率、运营成本 1-10分，评估决策的资源使用效率

2.2 社会影响维度 (Social Impact)

评估决策对更广泛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

评估因子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环境可持续性 碳排放、废弃物管理、资源再生 1-10分，评估决策的环境友好程度

社区贡献 就业创造、税收贡献、社区发展支持 1-10分，评估决策对社区福祉的贡献

行业生态 供应链影响、公平竞争、行业标准提升
1-10分，评估决策对产业生态健康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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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因子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知识共享 技术开放、教育赋能、知识扩散 1-10分，评估决策促进知识传播的程度

社会问题解决 贡献于重大社会挑战的解决方案 1-10分，评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

2.3 人文关怀维度 (Humanistic Care)

评估决策对个体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影响，包括：

评估因子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员工成长 员工能力发展、幸福感、职业上升通道 1-10分，评估决策对员工发展的促进

伦理诚信 道德标准、诚信文化、伦理风险 1-10分，评估决策的伦理合规性

多元包容 机会平等、文化多样性、包容程度 1-10分，评估决策的包容性

文化传承 文化价值观传播、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认同 1-10分，评估决策对文化传承的贡献

人心觉醒 自我实现、意义感、精神满足
1-10分，评估决策提升人的精神维度的
潜力

2.4 矩阵可视化

良知决策矩阵可通过以下视觉模型展现：

2.4.1 三维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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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雷达图模型

2.4.3 热力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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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热力图可展示三个维度的强度与交互作用，红色区域代表理想决策区，蓝色区域代表需优化区域。

三、决策分析框架

3.1 评分方法

每个决策方案通过上述三个维度 15个因素进行评分，采用 1-10分制：

 1-3分：负面影响

 4-6分：中性影响

 7-8分：积极影响

 9-10分：卓越影响

3.2 决策象限分析

基于三维评分，将决策映射到八大象限：

决策象限 商业价值 社会影响 人文关怀 决策性质

第一象限 高 高 高 理想决策（良知光明）

第二象限 高 高 低 工具理性主导（缺乏人文）

第三象限 高 低 高 组织自利主导（社会责任不足）

第四象限 高 低 低 纯粹商业主导（缺乏良知）

第五象限 低 高 高 理想主义偏向（商业不可持续）

第六象限 低 高 低 社会工程导向（忽视主体）

第七象限 低 低 高 人文关怀偏向（缺乏系统性）

第八象限 低 低 低 应放弃决策（无益之举）

3.3 决策调优路径

针对非第一象限决策，提供系统性调优路径：

 商业价值提升路径：商业模式优化、价值链重构、风险对冲策略

 社会影响提升路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共享价值设计、生态系统思维

 人文关怀提升路径：员工参与决策、文化价值融入、意义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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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良知决策的实施步骤

4.1 准备阶段

1. 组建多元决策团队，确保不同视角代表性

2. 收集关键数据，准备决策背景资料

3. 明确决策边界与制约条件

4.2 分析阶段

1. 通过头脑风暴生成初步决策选项

2. 利用良知决策矩阵对每个选项评分

3. 绘制决策象限图，识别各方案所处位置

4. 应用调优路径，提升低分维度

4.3 决策阶段

1. 设定决策最低标准（如:任何维度不得低于 6分）
2. 综合评估调优后方案的可行性

3. 形成基于良知的最终决策

4.4 执行与反馈

1. 制定详细实施计划与关键指标

2. 建立反馈机制，持续监测三维度表现

3. 根据反馈进行决策调整与优化

五、企业案例分析

5.1 华为：开发者生态战略决策

决策背景： 面对全球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压力，华为决定开放操作系统与开发工具，构建自主开发者生
态。

矩阵评分：

 商业价值：8.5分（增强长期竞争力与技术自主性）

 社会影响：8.7分（促进技术创新与数字生态繁荣）

 人文关怀：7.8分（赋能开发者成长，保障数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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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优化：

 人文关怀维度增强：建立开发者成长基金，提供培训认证体系

实施效果： 华为成功构建了超过 1000万开发者社区，技术生态自主性显著提升，同时赋能全球开发者成
长，实现了良知决策的三维协同发展。

5.2 阿里巴巴：农村电商战略

决策背景： 阿里巴巴在电商市场趋于饱和情况下，决定投入巨资发展农村电商生态。

矩阵评分：

 商业价值：7.2分（长期市场拓展，短期投入大）

 社会影响：9.3分（农村脱贫，区域经济发展）

 人文关怀：8.5分（赋能农民成长，文化自信提升）

决策优化：

 商业价值维度增强：构建农产品品牌化体系，提升农产品溢价能力

实施效果： 创建数千个淘宝村，带动上百万农民就业创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致良
知"企业决策的典范案例。

5.3 更多行业应用案例

5.3.1 医药行业：某跨国制药企业罕见病药物研发决策

决策背景： 该企业面临是否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市场规模有限但患者急需的罕见病药物。

矩阵评分：

 商业价值：6.2分（短期财务回报有限，但有助品牌建设）

 社会影响：9.5分（解决未满足医疗需求，推动医药科技进步）

 人文关怀：9.3分（挽救生命，体现人道关怀）

决策优化：

 商业价值提升：联合政府共同投资，建立专利池，开发创新定价模型

实施效果： 成功研发两款罕见病药物，惠及全球 6万患者，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政策支持，实现了
商业可持续性，公司估值提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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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能源行业：某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战略

决策背景： 传统石油巨头需决定投资战略是继续扩大化石能源业务还是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矩阵评分（转型方案）：

 商业价值：7.1分（长期增长前景好，短期转型成本高）

 社会影响：8.9分（减少碳排放，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

 人文关怀：7.5分（创造新型就业，技能提升机会）

决策优化：

 人文关怀提升：建立员工转型基金，设计渐进式转型路径，保障传统业务员工权益

实施效果： 公司在 5年内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 3%提升至 28%，成功转型为综合能源公司，市场估值提
升，并实现了对 93%传统业务员工的成功转岗或再培训。

5.3.3 金融行业：某银行普惠金融数字化战略

决策背景： 大型商业银行考虑是否投入资源开发服务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

矩阵评分：

 商业价值：6.8分（长期客户培育，短期收益有限）

 社会影响：9.1分（促进金融包容，缩小贫富差距）

 人文关怀：8.6分（提升金融素养，赋能弱势群体）

决策优化：

 商业价值提升：发展场景金融，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引入政策性资金支持

实施效果： 服务超过 2000万原本无法获得传统金融服务的客户，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1.2%以下，客户忠
诚度高，实现了社会效益与商业可持续的双赢。

六、工具使用指南

6.1 使用场景

 重大战略决策评估

 产品与服务创新决策

 投资并购决策分析

 组织变革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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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责任项目设计

6.2 配套资源

 良知决策矩阵评分表（Excel版）
 决策象限分析工具（在线版）

 调优路径地图（PDF版）
 移动应用程序（支持 iOS/Android）

6.3 适用与禁忌

最适合：

 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企业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重视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的领导团队

不适用于：

 纯短期投机行为

 违反基本法律法规的决策

 与组织核心价值观背离的项目

七、常见问题解答

Q1: 三个维度是否有权重差异？ A1: 在阳明心学的"万物一体"理念下，三个维度原则上权重相等。但企业
可根据发展阶段与行业特性，适度调整权重配比，前提是任何维度权重不低于 25%。

Q2: 如何处理三个维度之间的冲突？ A2: 冲突源于短期视角。从长期看，真正的商业价值必须建立在积极
社会影响与深度人文关怀基础上。调优路径的核心正是寻找三者协同点。

Q3: 如何将良知决策融入组织日常？ A3: 建议从三方面入手：一是领导者以身作则；二是将决策矩阵纳入
正式决策流程；三是将评分结果与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挂钩。

Q4: 良知决策矩阵是否适用于跨文化背景的跨国企业？ A4: 良知决策矩阵基于人类共通的伦理价值观，但
在应用时应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研究院提供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本土化调整方案，确保工具在全球范围内
的适用性。

Q5: 如何量化人文关怀等难以直接测量的维度？ A5: 人文关怀维度可通过组织调查、员工满意度、文化认
同感等间接指标进行量化。研究院开发了专门的量表工具包，帮助企业更准确地评估这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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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语

良知决策矩阵源于东方智慧，但面向全球商业实践，是新阳明心学研究院"致良知·创共生·臻至善"价值观的
具体工具化表达。通过这一决策工具，我们期待企业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始终保持对良知的敏
感与坚守，实现企业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构建"良知经济"的美好未来。

© 2023 新阳明心学研究院
www.yangming.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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