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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财务：阳明文化与财务管理课程思政融合实践

程蕾　李佳文

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贵州省贵阳市　550003

摘　要：在“大思政”教育改革背景下，财务管理课程面临思政元素浅层融入、实践脱节等挑战。本文立足阳明文化“致良知”、

“知行合一”核心理念，构建“良知财务”课程思政理论框架，通过“文化哲学解码、专业逻辑重构、实践体系创新” 三

重维度，实现传统哲学与财务教育的深度耦合。研究聚焦财务管理四大核心模块，挖掘“责任边界、义利之辨、诚信修炼、

公平正义”等思政元素，结合中国企业真实案例，展现阳明文化在财务伦理培养中的独特价值，为新时代财经类课程思政

建设提供本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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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的教育目标下，

高校财务管理课程肩负着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双重使命。

然而，传统课程思政常陷入“西方理论主导、案例拼贴生硬、

实践转化不足”的困境。阳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其 “心即理”、“知行合一”、“事上磨练” 等核

心理念，与财务管理中诚信为本、风险思辨、社会责任等核

心素养高度契合，为破解困境提供了本土哲学路径。本文结

合贵州财经大学财务管理课程改革实践，探索阳明文化浸润

下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策略，以期为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深

度融合提供新范式。

1. 理论基础：阳明哲学视域下的财务伦理重构

1.1 阳明文化核心命题的现代性解读

1. 良知本体论：财务伦理的内生性根基。阳明文化以 “心

即理” 为哲学原点，强调道德法则内在于人的本心。在财

务领域，“良知”表现为超越功利计算的道德本能。例如，

面对财务造假诱惑时，合格的财务人员应凭借内心的道德直

觉坚守 “不做假账” 的职业底线，这种选择并非单纯源于《会

计法》的外部约束，而是 “知善知恶是良知”（《传习录》）

的自然流露。相较于西方义务论的规则约束与功利主义的后

果计算，这种内生性道德动力为财务伦理建设提供了更稳固

的主体性基础。

2. 知行合一论：财务实践的伦理化路径。“知行合一”

揭示了认知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财务管理教学中，学

生掌握 NPV、IRR 等技术指标并不困难，但将环境影响评估、

就业带动效应等伦理考虑融入决策流程却需要系统引导。例

如，在讲解资本预算决策时，通过分析中国电信 5G 基站建

设项目，学生不仅学习现金流测算，更深入理解乡村覆盖率

提升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真正实现“知伦理”与“行责任”

的融合，破解传统课程思政“重认知轻行动”的困境。

3. 事上磨练论：财务能力的德性化养成。阳明提出 “人

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强调德性修养需通过具体事务实

现。在指导学生处理某制造企业存货周转异常案例时，追溯

数据源头、排查采购与生产流程的过程，不仅提升了风险识

别技术能力，更在反复推演中培养了 “去伪存真”“审慎尽责” 

的职业品格。可见，财务实践中的每个技术环节，都可转化

为道德修炼的重要场景。

2.2 “良知财务” 三维理论框架建构

基于阳明哲学内核与财务管理学科特性，构建“文化

哲学、专业逻辑、育人目标” 三维融合理论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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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是文化哲学层：以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事上磨练”为理论基底，明确财务伦理的价值源头；

中层是专业逻辑层：沿财务管理“筹资、投资、营运、

分配”资金运动主线，在每个业务环节嵌入对应伦理维度（责

任边界、义利之辨、诚信修炼、公平正义）；

顶层是育人目标层：聚焦“诚信品格、责任担当、义

利统一、家国情怀”四大核心素养，呼应《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

3.“良知财务” 课程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与融合实践

3.1 筹资管理：在资本配置中锚定“责任边界”

3.1.1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社会责任的量化

嵌入

在讲解 WACC 模型时，引入 Z 企业混改案例：该企业

将 5G 基站乡村覆盖率作为社会责任权重纳入资本结构决

策，实践显示，社会责任指标的引入显著降低了加权平均资

本成本。这种将 “克己奉公” 理念转化为具体财务参数的

做法，让学生直观理解企业筹资决策不仅是资本成本优化，

更需平衡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例如乡村数字基建投入对区

域均衡发展的影响。

3.1.2 财务杠杆（DFL），风险决策的伦理坐标系

以 H 集团债务危机为反面案例，展示财务杠杆指标突

破行业阈值时，企业现金流断裂风险显著增加。通过构建 “杠

杆倍数、风险承受能力” 矩阵，引导学生建立 “风险良知”：

财务杠杆的使用需同步评估员工就业稳定性、供应商履约风

险等伦理维度，避免因过度追求财务弹性而背离 “审慎尽责” 

的职业操守。

3.2 投资管理：在价值评估中坚守“义利之辨”

3.2.1 营业现金流量 (OCF），环境责任的财务转化

结合 S 企业碳捕集项目，引导学生测算碳税政策对现

金流的影响：通过碳交易市场机制，项目现金流得到显著改

善，内部收益率提升至行业前列。通过修正 OCF 公式（嵌

入碳积分收益与碳排放成本），学生理解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的财务转化路径，认识到投资决策需兼顾经济

效益与环境责任，实现阳明 “义利统一” 观的量化落地。

3.2.2 NPV、IRR 冲突：战略伦理的决策修正

针对 “东数西算” 西部数据中心项目，参考国家政策

文件，建立 “战略修正模型”，将脱贫人口效应等社会价

值纳入决策参数。学生通过模拟测算发现，政策因素的引入

可有效提升项目内部收益率至行业基准水平。这一过程让

学生掌握政策导向型投资的伦理决策方法，理解 “经世济

民” 不仅是道德倡导，更可通过技术工具转化为可操作的

战略选择。

3.3 营运资金管理：在细节把控中涵养 “诚信品格”

3.3.1 现金管理，合规意识的动态建模

引入上市公司 A 真实案例：A 公司因按时支付供应商账

款获得更高信用评级，融资成本显著下降；而另一家恶意拖

欠账款的企业，因应收账款周转期延长最终导致供应链断裂。

通过米勒 - 奥尔模型的合规性建模（纳入违规罚金预期参数），

学生理解 “克勤克俭” 的现代内涵 : 高效的现金管理必须以

合规经营为前提，诚信是企业资金链健康的基石。

3.3.2 应收账款，契约精神的技术赋能

对比 B 企业区块链确权模式与传统信用政策：前者借

助技术手段大幅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后者因虚增应收账款

导致企业估值大幅下跌。通过“诚信价值评估模型”，学生

深刻认识到 “言行一致” 是商业契约的核心，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直接影响企业市场信任，呼应阳明“知行合一”的实

践伦理。

3.4 利润分配：在价值共享中落实 “公平正义”

3.4.1 剩余股利政策，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

以 T 企业 “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为例，该公司在传统

剩余股利政策基础上，额外提取利润用于员工持股与乡村振

兴，实施后员工离职率下降，乡村市场销售额显著增长。这

种 “双轨分配机制” 让学生看到，企业发展成果可通过制

度设计惠及员工与社会，将阳明“仁者爱人”思想转化为具

体的分配策略，实现 “义利共生”。

3.4.2 特殊分配场景，家国情怀的实践落地

W 企业全员持股制度中，员工通过虚拟受限股分享企

业红利，在危机中主动承担风险，展现“事上磨练”的责任

担当。某县域上市公司提取净利润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带动

周边农户增收，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降低，让学生理解 “亲

民思想” 在当代企业中的实践路径：社会责任投入可形成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4.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4.1 理论贡献

4.1.1 范式创新

突破西方理论依赖，首次将阳明文化核心命题系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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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财务伦理的底层逻辑，构建 “文化哲学、专业逻辑、 

育人目标” 三维框架，彰显本土文化在专业教育中的主体

性价值。

4.1.2 方法创新

提出 “责任边界、义利之辨、诚信修炼、公平正义” 

四大思政维度，实现阳明理念与财务模块的精准映射，为同

类课程提供可复制的元素挖掘方法论。

4.1.3 实践创新：通过真实企业案例的深度解析，将抽

象道德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财务参数，显著提升课程思政的

实效性与说服力。

4.2 实践启示

在贵州财经大学财务管理课程改革中，我们深切体会

到，阳明文化的融入需把握三个关键：

4.2.1 文化解码精准化

立足 “心即理”、“知行合一” 等核心理念，结合财

务专业特性，避免文化元素的生硬嫁接；

4.2.2 实践转化具象化

通过公式修正（如绿色 EOQ 模型）、案例导入（如国

企混改实践），让思政元素可感可触；

4.2.3 能力培养显性化

将“事上磨练”落实到财务建模、决策推演等实践环节，

使道德修养与专业能力同步提升。

通过“良知财务” 的探索，本质是将阳明文化的哲学

智慧转化为财务管理的实践理性。当“致良知”的价值锚

定贯穿筹资投资，“知行合一”的实践伦理融入营运分配，

“事上磨练”的德性修养渗透技术环节，财务教育便超越了

工具理性的局限，成为道德养成的重要载体。未来，需进一

步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推动“良知财务”理念与数字财务、

国际财务等前沿领域的融合，让每个财务决策都承载良知的

重量，为培养 “德财兼修” 的新时代财经人才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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