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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对宏观国家经济安全、中观产业格局和微观企业的

供应链与创新等均构成了巨大挑战，产生了探索风险管理规律的新需求． 文章提出了全球变局

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需求，并梳理了该领域的国际发展态势及我国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据此分析和凝练了该领域近期主要研究方向和典型关键科学问题． 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全球变局下的经济安全与关键风险识别，数字时代的全球供应链安全风险与管理，
非合作全球竞争下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发展变革与管理，金融安全、风险解析和系统控制，全球

战略资源贸易网络的演化规律，不确定国际环境下国家科技安全与信息安全管理，全球变局下

的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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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风险管理指的是通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和

分析，选择最有效的方式，主动地、有目的地、有计

划地处理风险，以最小成本争取获得最大安全保

证的管理方法． 进入 ２１ 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
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中美脱钩、
英国脱欧、全球新冠疫情蔓延、ＯＰＥＣ ＋ 谈判破裂，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等正在改变

三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１， ２］ ． 与此同时，全球

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各类环境及安全问题频发，
给全球治理带来众多挑战［３］ ． 这种巨变无论对于

宏观的国家经济安全、中观的产业格局，还是对于

微观企业的供应链和创新，都构成了巨大的风险

和挑战，产生了探索风险管理规律的新需求． 全球

变局下的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

风险识别、监测预警、预测控制、协同联动等各个

环节，涉及该领域诸多理论和方法． 要做到科学防

范和应对，不仅要求专业处置能力，更需要系统的

风险管理理论方法做保障． 因此，识别复杂条件下

的风险管理规律与机理，构建全球变局下完善、系
统、规范的风险管理理论方法，对健全现代化风险

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

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发展的内部条

件和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４， ５］ ． 在
２０１９ 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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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就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安全

形势，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风

险，并就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明确提出

“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

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

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

战”． 在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

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应对挑战． 因此，面向国家

有效应对全球变局风险的重大战略需求，亟需在

政府机构、社会经济、技术革新乃至文化领域中，尽
快构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变局的

风险管理新理论，将风险管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保障资源环境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该目标，风险管理需要在考虑全球变

局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包括重点识别全球变

局下的经济安全与关键风险，确定数字时代下影

响全球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关键要素，建立非合作

全球竞争下的企业创新战略，阐明金融安全的风

险演化机制并提出系统控制策略，厘清全球战略

资源贸易网络的演化规律，明晰全球变局下生态

环境变化的格局和管控能源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及

消费，并最终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经济安全

理论． 在此过程中，迫切需要将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丰富风险

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提高整体风险管理效率，为政

府优化资源配置和开展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的决

策依据． 这不仅会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
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的优势，同时

对指导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等

重大决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１　 国际发展态势与我国的挑战和
机遇

１． １　 国际发展态势分析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

深入发展，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使世界的不稳

定性大大增加，并赋予“变局”以宏大的历史主

题． 全球变局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具有以下

特征：１）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

体系亟待重建［６］ ． 国际政治格局之变是“全球变

局”之“变”的核心内容，其变化的根源来自于世

界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７］ ．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

变化，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以期在全球治理中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全
球治理体系正面临新一轮大调整． ２）全球贸易与

价值链的变革［８］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２０１９ 年新发

布的《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

景》 ［９］ 明确指出，当前全球化正在经历根本性变

革，通过对全球 ４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３ 个行业价

值链分析后指出，全球价值链正经历六大结构性

改变：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减少；服务贸

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

减少；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商品贸

易的区域化属性增强，远距离贸易减弱；新技术正

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３）科技创新和竞争更

趋激烈［１０］ ． 埃森哲公司在《技术展望 ２０１９ 年》中
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加快重塑世

界：在一项面向 ６ ６００ 多名企业和 ＩＴ 高管的调查

中，９４％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三年中，他们组织

的技术创新步伐已经显著加速，他们正在推动数

字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１１］ ． 世界科技格局进入加

速重塑期，各种科技力量的较量将更趋激烈［１２］ ．
４）影响人类安全的因素明显增多［９］ ． 近些年来，
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见或者很少见到的安全威胁

（如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病毒蔓延等）
逐渐凸显，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

胁． 如近期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沉重打击了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引发世界经济衰退，而且造成

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价值

观念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和冲突，破坏了国家间的

信任关系和制度性合作．
１． ２　 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置身于全球大变局之中，中国也面临越来越

多的风险与挑战，例如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新
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信息技术对我

国安全与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疫情对我国供应链

带来的影响等［１３］ ． 我国也对此采取了相应的策

略，并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以数字化为

代表的新技术对产业链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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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

技术的不断融合创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全

新的机遇［１４， １５］ ． 其次，我国在产业链上呈现明显

的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上升、中技术制造业比重下

降、低技术制造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 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产业链由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提供了强劲动力． 最后，随着 ２０２０ 年初爆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特大疫情”暴露出的关键战

略资源准备不足、全球供应链断裂、应急资源调配

不及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党和政府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包
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

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政策安排进一步

推进．
１． ３　 国内外研究进展分析

在全球变革的大趋势下，国家层面的种种战

略考虑，为国家科技安全与信息安全管理、生态环

境和能源资源的风险管理等诸多的管理问题提出

了新的要求，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契机． 目前，国
内外学者在风险管理相关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

索和研究． 如经济安全与关键风险识别［１６ － １９］、全
球供应链安全风险与管理［２０ － ２３］、全球生产体系的

冲击以及产业链加速发展［２４ － ２６］、生态环境和能源

资源的风险管理［２７ － ３０］等；也有不少国内学者针对

我国微观产品、中观市场及宏观货币体系在内的

金融系统展开研究［３１ － ３５］ ． 但是目前以全球变局作

为背景的风险管理研究则相对较少，多集中于全

球变局下风险管理中的国际合作与关系治

理［３６， ３７］、产业变局［３８］、文化重建［３９］ 等等． 从全球

变革的背景和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全球变革和风

险管理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已被学者们认同． 但是

将风险管理置于全球变革的框架下，来阐释国家

如何更好的应对风险挑战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且尚未建立起成熟的理论框架，急需理论与方法

上的指导．

２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典型科学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革

在经济贸易领域中反映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政

治因素对全球化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不断增强，

“看得见的手”在全球经济、贸易竞争中的作用进

一步凸显；二是基于政治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

义巩固地缘传统经济优势与打压新兴经济增长热

点成为逆全球化经济竞争的主要方式；三是第三

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下的数字主权争取成为全

球化经济合作的主要矛盾与聚焦点． 应对全球变

局下的风险挑战，首先要辨识关键风险点，把握可

能引起全球经济动荡、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贸易

安全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与危害范围；其
次，要深刻认识数字主权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作

用与影响，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并提出控制策略；
最后，对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创新发

展思路和基于环境、资源、能源的风险管理方法

进行探讨，尤其是强化新技术和新方法对风险

管理与决策的科技支撑［４０］ ． 因此，针对全球变局

下的风险特征，有必要从三方面加以应对，并具

体从七个方面着手研究：１）全球变局下的经济

安全与关键风险识别；２）数字时代的全球供应

链安全风险与管理；３）非合作全球竞争下产业

关键技术创新发展变革与管理；４）金融安全、风
险解析和系统控制；５）全球战略资源贸易网络

的演化规律；６）不确定国际环境下国家科技安

全与信息安全管理；７）全球变局下生态环境和

能源资源的风险管理． 图 １ 展示了全球变局下

的风险管理研究框架．
２． １　 全球变局下的经济安全与关键风险识别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将对国家经济

安全形成新的挑战，将广泛地波及到全球产业格

局、供应链与金融市场，从而带来不可忽视的经济

风险． 全球变局极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

甚至经济衰退，从而加速地缘政治动荡，导致社会

整体经济福利受到严重损害，经济体系的独立稳

定运行也会随之动摇，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
探索全球变局下的经济安全与关键风险识别，是
有效应对我国经济风险及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

的必要课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全球变局经济特征及趋

势规律；全球变局下经济风险识别方法及演变规

律；关键经济领域的风险效应评估；经济风险的驱

动力及影响规律；宏微观交互影响视角下的经济

风险应对机制；全球产业链风险及安全管理；经济

安全理论及测度方法；经济演化规律及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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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２． ２　 数字时代的全球供应链安全风险与管理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各行各业

迎来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蝶变”． 数
字技术和创新正在推动供应链的巨大变革和完善

提升． 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正将客户服

务的期望推向顶峰，但随之而来的全球供应链安

全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一方面，在国际贸易摩擦

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经济面临转型升级、
各产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关键技术薄

弱带来的供应链风险问题也逐渐暴露，尤其体现

在数字化的高端技术行业． 从根源上来说，我国关

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来自于关键产业链布局

的不完善；在学术界，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目前也

比较少． 在逆全球化、发达国家供应链主动脱钩等

趋势下，如何确保中国高技术行业的供应链安全

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出

现，虽然有效地推动了供应链透明化、智慧化发

展，但数据集成带来的信息泄露问题频发，各行业

都将面临数据安全威胁问题，国与国之间的数字

鸿沟正在加大，数字主权争夺进入白热化，影响了

全球智慧供应链的快速发展．

图 １　 全球变局下的风险管理研究框架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化时代下供应链韧

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供应

链的影响规律和仿真模拟；中国关键产业的供应

链安全评估与预警机制；全球供应链断链风险、系
统预测与安全治理体系；智慧供应链创新和政府

产业布局对于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影响与解决机

制；等等．

２． ３　 非合作全球竞争下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发展

变革与管理

新冠疫情、美国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变化和演

进，将使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

系面临巨大风险．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工

业基础与关键零部件发展、产业链协调发展、产业

关键技术研发，以及科技经济融合等方面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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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突出问题，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在“非
合作全球竞争”背景下，非合作代表局部和领域

的合作，而非不合作． 因此，构建科学合作国际循

环和技术合作国内循环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断
链”风险的应对之举，其中，保障当前畅通的国内

循环是关键，着力点在于以产业关键技术创新为

支撑的产业链再造和创新链提升．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非合作竞争环境下产业

关键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变革及机理；产业关

键技术突破与组织模式；战略产业关键技术的识

别、竞争态势、演化路径与预测；颠覆性技术的早

期识别与社会经济影响评估；产业关键技术创新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链接及融合机理；产业链与创

新链的协同与政策；重大工程关键支撑技术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与迭代风险评估；等等．
２． ４　 金融安全、风险解析和系统控制

我国金融风险挑战已明显上升为复杂的格

局，包括微观金融产品及宏观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在内的金融系统的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外生性

冲击与内生性影响相伴等． 金融市场是典型的开

放性复杂系统，需要通过构建跨金融市场、跨风险

类别的复杂金融信息网络，关注微观主体的风险

识别、风险传染特征和微观风险的宏观涌现；深入

融合多源、异构、跨模态的动态金融大数据，实现

多风险联合感知与预警；以多风险识别与评价作

为控制基础，提出风险控制核心关键方法；从复杂

系统的角度对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政策进行模

拟仿真，实现全面、精准的金融市场系统控制，确
保金融安全．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为解析海量

金融数据中影响金融安全的宏微观风险因素和挖

掘超大规模复杂金融网络中风险传染路径提供了

技术支撑，为研究国家安全的风险演化带来了新

机遇．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复杂金融体系的网络结

构与系统演化规律；数据智能驱动的风险解析、风
险因子分解与风险融合机制；金融机构安全管理

与金融产品创新；货币金融体系的网络特性、动态

演化与阻断机制；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传染；金融

市场系统智能控制技术与方法；金融市场的系统

演化特征；复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监测、预警与政

策模拟；“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安全与系统控

制；复杂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社会系统的协同安

全；等等．
２． ５　 全球战略资源贸易网络的演化规律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使得

各个国家的生产与经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全球

化生产与消费对于战略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导致

了大量的贸易纠纷和环境问题的产生． “新型冠

状病毒特大疫情”更是暴露出多国关键战略资源

准备不足、全球供应链断裂、应急资源调配不及时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国在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这类挑战尤其显著，主要体现在：多种战略

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国内“资源 － 产品 － 再生资

源”路径不畅．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战略资源的

循环利用和效率提升，粗放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仍

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全球战略资源的分布特

征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全球战略资源贸易

网络的演化轨迹及驱动力；战略资源长期配置下

供需的时空演变规律与时序特征；基础性、典型战

略性资源贸易的物质代谢规律；我国战略性资源

循环利用潜力测评；全球贸易格局重组下典型战

略资源的需求趋势；我国基础性、典型战略性资源

中长期可持续供给路径及政策；我国玉米、大豆等

大宗商品粮生产的自主安全供给政策与路径保

障；等等．
２． ６　 不确定国际环境下国家科技安全与信息安

全管理

科技和信息是国家竞争力和战略安全的关键

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

要支撑． 我国科技环境正面临着诸多风险，如国际

合作环境变化、核心产业与技术被“卡脖子”等

等，迫切要求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安全新使命的认

识，聚焦国家战略产业重大需求，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加强基础和前沿领域前瞻布局，探索国际科技

合作的模式与路径，使得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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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和保持领先优势． 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和相

关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产业数据环境、网络

信息空间、公众社会交流等方面复杂深刻的变化，
也带来了数据泄露、隐私曝露、网络社会运动等威

胁社会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因素． 因此，需
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管理，将关键领域的战略性

数据纳入信息资源管理范畴，提升信息组织与分析

能力，加强大数据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防范信息网

络中的风险、泄露与缺失，筑牢信息安全防线．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科学技术突破性成果的

形成机理和演化机制；国际科技合作模式、演化规

律与效果评估；高端科技人才识别与人才流动规

律分析；关键科技领域技术优劣势分析；面向科技

领先的关键科技领域知识发现；国家数据资源规

划方法；关键领域数据安全管理模型与方法；面向

国家安全的多源数据集成与融合方法；网络信息

传播的时空规律；面向安全感知的公开数据计算；
网络空间主权保障体系；等等．
２． ７　 全球变局下的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的风险

管理

在全球产业转型和转移过程中，生态环境破

坏和能源资源供给日益紧张，威胁到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能源价

格巨变、关键资源准备不足、应急资源调配不及

时、病毒环境治理不到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各国经济的健康发

展． 在全球大变局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由

承接发达国家高耗能重污染行业的角色，逐步转

变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欠发达国家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这种转变帮助和促

进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如何帮助欠发达

国家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体现中国大

国担当、缓解乃至避免全球生态环境污染和能源

资源风险的重要内容．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全球视角下的能源资源

支撑经济发展机理及其对利益相关者影响；生态

环境风险、能源资源保障安全评价方法；资源环境

大数据综合分析与智能风险决策方法；产业链转

移过程中的能源与矿产结构和生态环境变化规律

及风险特征；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生态环境和

能源资源全球治理理论和方法；等等．

３　 结束语

世界大变局还在不断发展演化，存在诸多风

险和不确定性，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

有的挑战． 特别是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

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使得我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更加复杂． 当前，我国应

对外部复杂环境和巨大风险的管理与决策支撑还

比较薄弱，对全球变局下风险演变规律认识不足，
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缺乏科学依据． 阐明全球变

局下的风险管理的机理和规律，提升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提高应对风险的能

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管理科学、信息科

学、经济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途径． 今后需进一步强化跨

学科交叉研究，针对全球变局下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面临的风险管理与决策的重大挑战，凝练和提

出未来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大技术科学问题，探
索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途径，为保障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安全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致谢：本文在研讨中得到了张维、薛澜、李善同、张
玉利、朱庆华、董明、王直等专家的宝贵建议，在此

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１］周　 琪， 付随鑫． 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Ｊ］．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７， ２５（４）： １ － １３．

Ｚｈｏｕ Ｑｉ， Ｆｕ Ｓｕｉｘｉｎ．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Ｊ］．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 ２５

—０２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４）： １ － 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李策划， 李　 臻．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积累逻辑下贸易战的本质———兼论经济全球化转向［Ｊ］． 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２９７（５）： ６６ － ７６．

Ｌｉ Ｃｅｈｕａ， Ｌｉ Ｚ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２９７（５）： ６６ － ７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孙博文． 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Ｊ］．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２０， （３）： １３１ － １４６．

Ｓｕｎ Ｂｏｗ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２０， （３）： １３１ － １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袁富华， 张　 平． 经济现代化的制度供给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 １（１）：

３９ － ４７．

Ｙｕａｎ Ｆｕ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１）： ３９ － 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魏后凯， 王颂吉．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１： ５ － ２２．

Ｗｅｉ Ｈｏｕｋａｉ， Ｗａｎｇ Ｓｏｎｇｊ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 ５ － 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张蕴岭． 在大变局中把握发展趋势［Ｊ］． 理论导报， ２０１９， （３）： １９ － 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ｎｇ．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Ｊ］．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２０１９， （３）： １９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刘建飞． 世界政治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中国作为［Ｊ］．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９， （９）： １４０ － １４８ ＋ １９９．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ｆｅ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Ｊ］．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９，

（９）： １４０ － １４８ ＋ １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刘景卿， 车维汉， 夏方杰． 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分析与国际风险传导应对［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４（３）： １ －１７．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ｅ Ｗｅｉｈａｎ， Ｘｉａ Ｆａｎｇｊｉ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２４（３）： １ －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Ｌｕｎｄ Ｓ， Ｍａｎｙｉｋａ Ｊ， Ｗｏｅｔｚｅｌ Ｊ，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 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９．

［１０］张亚勇， 王永志． 大变局下的世界趋势与中国作为［Ｊ］．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２０， （８）： ５９ － ６２．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ｚｈｉ．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ｄｒｅｓ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０， （８）： ５９ － 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埃森哲技术研究院． 技术展望 ２０１９［Ｒ］． 深圳： 埃森哲技术研究院， ２０１９．

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Ｒ］．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陈淑梅． 科技革命呼唤技术全球主义［Ｎ］．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９（０１４）．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ｍｅ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９（０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田开兰， 杨翠红， 祝坤福， 等． 两败俱伤： 美中贸易关税战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４（２）：

１４ － ２７．

—１２１—第 ８ 期 陈晓红等： 全球变局下的风险管理研究



Ｔｉａｎ Ｋａｉｌａｎ， Ｙａｎｇ Ｃｕｉｈｏｎｇ， Ｚｈｕ Ｋｕｎｆｕ， ｅｔ ａｌ． Ｌｏｓｅ⁃ｌｏｓ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ｈｏｃｋ ｏｆ Ｓｉｎｏ⁃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２４（２）： １４ － 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陈晓红． 新技术融合下的智慧城市发展趋势与实践创新［Ｊ］． 新华文摘， ２０１９， （１）： １４４ － １４６．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

Ｘｉｎｈｕａ Ｄｉｇｅｓｔ， ２０１９， （１）： １４４ － １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陈晓红． 新技术融合必将带来管理变革［Ｊ］． 清华管理评论， ２０１８， ６６（１１）： ６ － ９．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Ｊ］．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６６（１１）：

６ － 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Ｂｏｒｄｏ Ｍ Ｄ， Ｄｕｃａ Ｊ Ｖ， Ｋｏｃｈ 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ｌｅｖｅｌ Ｕ． Ｓ．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２６： ９０ － １０６．

［１７］Ｄｅｌｌ Ａｒｉｃｃｉａ Ｇ， Ｒａｂａｎａｌ Ｐ， Ｓａｎｄｒｉ Ｄ．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８， ３２（４）： １４７ － ７２．

［１８］Ｈｏｌｓｔｏｎ Ｋ， Ｌａｕｂａｃｈ 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 Ｃ．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１０８： Ｓ５９ － Ｓ７５．

［１９］陈雨露． 当前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若干重点问题［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２０， ４７６（２）： １ － １４．

Ｃｈｅｎ Ｙｕｌｕ．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４７６（２）： １ － １４．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０］陈　 静， 魏　 航， 谢　 磊． 商业保险在供应链质量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２２（１）： ８０ －９３．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 Ｗｅｉ Ｈａｎｇ， Ｘｉｅ Ｌｅｉ．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２２（１）： ８０ － 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Ｂｏｙｅｎｓ Ｊ， Ｐａｕｌｓｅｎ Ｃ， Ｍｏｏｒｔｈｙ Ｒ， ｅｔ ａｌ． ＮＩＳ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８００ － １６１：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 Ｇａｉｔｈｅｒｓｂｕｒ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２２］李　 璐， 汪　 坤． ＩＣＴ 供应链安全管理综述［Ｊ］． 中国信息安全， ２０１９， ３： １００ － １０３．

Ｌｉ Ｌｕ， Ｗａｎｇ Ｋｕ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Ｃ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９， ３： １００ － １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陶丽雯， 赵改侠， 谢宗晓． ＩＣＴ 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政策标准化综述及分析［Ｊ］． 网络空间安全， ２０１９， １０（４）： １ －８．

Ｔａｏ Ｌｉｗｅｎ， Ｚｈａｏ Ｇａｉｘｉａ， Ｘｉｅ Ｚｏｎｇｘｉａ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９， １０（４）： １ － 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祝坤福， 高　 翔， 杨翠红， 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和我国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分析［Ｊ］． 中国

科学院院刊， ２０２０， ３５（３）： ２８３ － ２８８．

Ｚｈｕ Ｋｕｎｆｕ， Ｇａｏ Ｘ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Ｃｕｉ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ｈｏｃｋ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 ｏｕｔｆｌｏｗ［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 ３５（３）： ２８３ － ２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Ａｎｔｒａｓ Ｐ， Ｃｈｏｒ 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２６］Ｌｏｓ Ｂ， Ｔｉｍｍｅｒ Ｍ Ｐ，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Ｇ Ｊ．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ｏ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７）：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６．

［２７］康　 鹏， 陈卫平， 王美娥．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Ｊ］．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５）： １１９２ － １２０３．

Ｋ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

—２２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６， ３６（５）： １１９２ － １２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梁海峰， 李　 颖． 美国石油崛起推动世界石油格局重大变化下中国能源安全的风险及对策［Ｊ］． 中国矿业， ２０１９，

２８（７）： ７ － １２．

Ｌｉａ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Ｌｉ Ｙ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ＵＳＡ［Ｊ］．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２８（７）： ７ －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何建坤． 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及我国对策［Ｊ］． 环境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４（３）： １ － ９．

Ｈｅ Ｊｉａｎｋｕｎ．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４（３）： １ － 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Ｄａｆｅｒｍｏｓ Ｙ， Ｎｉｋｏｌａｉｄｉ Ｍ， Ｇａｌａｎｉｓ 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５２： ２１９ － ２３４．

［３１］王　 宇， 肖欣荣， 刘　 健， 等． 金融网络结构与风险传染理论述评［Ｊ］． 金融监管研究， ２０１９， ８６（２）： ８３ － １００．

Ｗａｎｇ Ｙｕ， Ｘｉａｏ Ｘｉｎ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Ｊ］．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８６（２）： ８３ － １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Ｌｉｕ Ａ， Ｐａｄｄｒｉｋ Ｍ， Ｙａｎｇ Ｓ Ｙ，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Ａｎ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１１２： １０５１９１．

［３３］张金林， 孙凌芸． 复杂网络理论下跨市场金融风险传染机制与路径研究［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２）：

１１０ － １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ｎ， Ｓｕｎ Ｌｉｎｇｙｕ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２０２０， （２）： １１０ － １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Ａｌｄａｓｏｒｏ Ｉ， Ａｌｖｅｓ Ｉ．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３５： １７ － ３７．

［３５］Ｓｔｏｌｂｏｖａ Ｖ，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ｏｌｏ 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ｏｎ Ｓ．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ｃｒｏ⁃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４９： ２３９ － ２５３．

［３６］马玉荣． 全球变局下中国—东盟加强经贸合作［Ｊ］． 中国发展观察， ２０２０， （Ｚ６）： １２０ － １２１．

Ｍａ Ｙｕｒｏ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Ｚ６）： １２０ － １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张茉楠． 中美产业链重构背后的全球变局［Ｊ］． 金融与经济， ２０２０， （５）： １．

Ｚｈａｎｇ Ｍｏｎ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０， （５）： 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周建军．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链变局［Ｊ］． 国资报告， ２０２０， （２）： １２８ － １３１．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Ｊ］．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 （２）： １２８ － １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秦亚青． 百年变局与新型文化间关系［Ｊ］．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０， （１）： ２５ － ２７．

Ｑｉｎ Ｙａ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Ｊ］．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２０， （１）： ２５ － 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Ｃｈｅｎ Ｘ．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４）： ４８５ － ５０２．

—３２１—第 ８ 期 陈晓红等： 全球变局下的风险管理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１， ２， ＴＡＮＧ Ｌｉ⁃ｘｉｎ３， ＹＵ Ｙｕ⁃ｇａｎｇ４， ＧＥＮＧ Ｙｏｎｇ５， ＺＨＵ Ｇｕｉ⁃ｌｏｎｇ６，
ＬＩ Ｇａｎｇ７， ＷＵ Ｄｅ⁃ｓｈｅｎｇ８， ＬＩＵ Ｗｅｉ⁃ｈｕａ９，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ｊｉｅ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２０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８１９，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６， Ｃｈｉｎａ；

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４０， Ｃｈｉｎａ；

６．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４１， Ｃｈｉｎａ；

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８．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 Ｃｈｉｎａ；

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ｏｓｉｎｇ ｈｕｇ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ｋｅ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ｅｙ ｒｉｓ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４２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