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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内生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与全球经济体系相互适应中

开始进入深化改革和阶段转型期。如果将这个过程按“十三五”分成两个阶段，这种适应性在前半程

中更多体现为全球经济体系对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单向输入，享受追赶红利的同时较少承担全球风

险。在后半程中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挑战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治理需求共同涌现，呈现出明显的双

向深化特征，通过创新来实现治理红利的同时，更需要防范技术助推下全球风险的快速扩散和重大

冲击。 

建设国家信用树立全球预期，防范国内国外治理风险。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发展开始进入中

后期，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进入了成熟期。中国生产要素与全球生产要素、中国市场规模与全

球市场规模、中国市场组织与全球市场组织，都已经深刻地被中国治理主体和全球治理主体纳入到

了自身行为的未来预期与现实决策中，要素资本化与预期全球化开始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中国内

部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化与全球治理环境资本化、技术化、政治化和风险化并存，要规避自身转

型升级的决策风险、弱化全球挑战风险，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树立持续稳定的发展预期最为重要。 

国家信用建设应该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构建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增长体系的治理核心。

从追赶红利到治理红利，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与全球经济分工关系的历史性转型，也

是全球经济面对空前的不确定性需要中国来主动给出预期和承诺的全球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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