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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览

RIETI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 ∶经济产业省

JETRO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IMF ∶国际货币基金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F ∶研究员

SF ∶高级研究员

FF ∶教职研究员

CF ∶顾问研究员

VF ∶客座研究员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简称RIETI）的前身为通商产业研究所（1987年成

立），是当时通商产业省的一个部门。2001年4月，随着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实施，RIETI

正式启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

锐意推行经济结构和行政、财政等各项改革，努力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为此，需要打破

以往的政策决策局限，基于理论性和分析性的研究，以全新的思想方式制定政策。RIETI

由此应运而生。在与政府行政机构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长期发展，按

照国际标准对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积累资料，为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建议。

RIETI根据政策需求设定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鼓励研究人员在总体框架之中开展

自由研究，同时将不同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积极吸收有识之士和

相关人员的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的协同互动效果，以活跃的政策提案促进政策讨论

和决策工作。此外，为建立灵活的、跨学科的研究体制，不仅从政府官员中选拔研究员，

还定期从国内外的大学、研究所、民间企业等各个领域聘请研究员，这也是RIETI的特点

之一。

RIETI的第一期中期计划（2001－2005年度）获得了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的良

好评价。2006年度RIETI迎来了第二期中期计划（五年）的期首年度。今后，RIETI将继续作

为政策决策过程的平台，集结行政、学术界、产业界的真知灼见，以切实有效地向政策当

局提供理论依据和知识网络为己任，为增强政策决策能力、提高政策质量、活跃政策讨

论气氛贡献力量。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领导致辞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06　1

2006年度是RIETI第二期中期计划（五年）的第一年。我们期待取得比第一期更大的成

绩，希望大家多多指教，鞭策我们前进。

在第二期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中，提出第二期五年计划期间期望实现的新中期目标，并

对该计划进行说明，同时归纳一年来为完成计划而进行的活动。

新中期目标最大的特征是以政府提出的四个课题——“关于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

会形势下保持经济活力”，“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

关系密切化与日本的国际战略”，“贸易产业政策史的编纂”作为基础政策研究领域。本期报

告根据这四个课题，整理记载了2006年度实施的研究课题及其成果等内容。关于这四个课

题，在各自委派四位优秀的专家作为骨干进行研究的同时，在研究的各个阶段还通过召开

由相关人员参加的讨论会等，充分发挥独立行政法人的优势，推进研究体制的完善。此外，

我还想说的是，不从属于这四个课题的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也在着力展开。

RIETI的特长在于建立基于与行政当局进行交流的学术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这

一特长，在新的中期目标期间，加强国际交流。如2006年度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RC）签署了关于研究交流的备忘录等，新的工作不断展开。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同

时，我们也在努力建立与海外之间的网络。

在普及研究成果方面我们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在研讨会、出版等方面，我们已经实现

了初期的目标。在宣传方面，2006年度做了大量的完善工作，创办“Research Digest”，将通

常只有专家才能理解的学术论文归纳摘编为通俗易懂的文摘版，网站也多次改版。

目前已经进入第二期的第二年了。接下来的工作是为第一年度完成的工作框架添砖加

瓦，使其变得有血有肉。我希望这本年度报告能够为关心RIETI的朋友理解我们的工作提供

一些帮助，特此致辞。

理事长 及川耕造

2007年5月

经历失去的十年后，日本经济也真正迎来了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时机。一方面，

人口逐渐减少这一长期而且严重的现象逐渐成为现实。在政府制定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中，

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成为重要的课题。以2006年度为首年度的RIETI第二期中期计划

（五年计划），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步的。

因此，第二期中期计划的研究课题自然也就以确保经济增长，为确保经济增长如何提

高生产率以及如何与亚洲迅速增长共同繁荣等为中心。关键所在是技术创新。如今，技术创

新已经成为所有产业、企业甚至大学都要追求的目标。同时，为了对这些课题展开研究，寻

求政策上的互动，在由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系统性课题研究的同时，收集和构筑供研究使

用的数据库，建立包括海外相关人员在内的网络也非常重要。2006年度正是在这一思路的

指导下推进业务的。虽然工作做得还很不充分，但我觉得RIETI是从事横跨各组织开展研究

的最佳机构。今后还要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完善研究体制。

21世纪是知识的时代。所有领域都求贤若渴，无形资产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无论是

学术还是政策都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为使RIETI的活动能够为日本制定经济产业政

策做出贡献，我将以全新的努力去完成这项新任务。

所长 藤田昌久

2007年5月



2006年9月
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
签署研究交流备忘录

2007年1月
Resarch Digest创刊

举办政策研讨会6次

2006年7月25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源泉与日本的潜在增长率”（→P.30）

举办BBL研习会54次

2006年6月9日
演讲者（右）∶Jane E. Fountain
(Professor, Univ.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P.33） 

出版单行本3册

（→P.28）

2006年度大事记

第2期中期目标和中期计划

RIETI

RIETI 2006 2010
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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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１）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增长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吉川 洋 FF/松本 和幸 FF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已摆脱长期以来的不景气，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然而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未来之路将伴随着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等问

题，势必形成近代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新型发展轨迹，因此，需要与以往不同的知识与政策。鉴于这种情况，本研究将针对给低生育率老龄化状

况下的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影响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包括∶创新的微观结构、技术进步对设备投资产生的影响、土地制度和农业生

产率及劳动力流动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决定女性劳动力比率的因素等。此外还包括上述课题派生出来的与计量相关的基础性研究（重新探

讨开工率指数和服务通货紧缩因素）。本研究旨在通过上述研究，得出未来经济发展战略所需要的知识和政策性启示。

 Ⅰ－２）构建新型宏观经济模型──以金融角度的观点为中心
 课题负责人∶小林 庆一郎  F

＜课题概要＞

为了对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宏观经济运作方面的课题进行分析，需要构建较为现实的宏观经济模型。目前学术界常用的宏观模型，多是从价格

粘性及消费的习惯性假设入手，对实际数据进行解释。本研究将重点针对营运资本的贷款制约（以土地担保）等金融问题，构建解释宏观经济

数据的理论模型。此外，本研究还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银行自有资本的增减与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上述课题衍

生出来的课题（中长期经济景气的波动特征、假设发生战争等危机时的拉姆齐税收问题等）进行分析。分析方法以理论研究为主，根据需要也

采用了①构建理论模型、②利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③通过查阅文献进行案例研究等方法。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Collateral Constraint and News-Driven Cycles（Preliminary and Incomplete）（Keiichiro KOBAYASHI, Tomoyuki NAKAJIMA and Masaru 
INABA）（DP编号∶07-E-013）
 Bank Distress and Productivity of Borrowing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Preliminary and Incomplete）（Fumio AKIYOSHI and 
Keiichiro KOBAYASHI）（DP编号∶07-E-014）

 Ⅰ－３）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课题负责人∶元桥 一之 FF

＜课题概要＞

一般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日本企业对IT进行了积极的投资，但这种投资对生产率产生的效果比较有限。IT应用于众多产业，是

非制造业实现商务创新的一种重要辅助技术。由此可以认为，推进IT的有效利用，从宏观角度看，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向产生巨大影响。

本研究通过与美国及亚洲诸国的对比，针对日本企业是否在有效应用IT、如果未能有效应用IT其原因何在、今后可以采取怎样的政策手段来

推进IT有效应用等问题，以国际化的角度，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实证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Licensing or Not Licensing?∶ Empirical Analysis on Strategic Use of Patent in Japanese Firms（Kazuyuki MOTOHASHI）（DP编号∶

06-E-021）
 Centraliz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Rights? Impact on IT Performance of Firms（Takahito KANAMORI and Kazuyuki 
MOTOHASHI）（DP编号∶06-E-03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Takahito KANAMORI and Kazuyuki 
MOTOHASHI）（DP编号∶07-E-009）

研究课题介绍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关于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形势下保持经济活力的综合性研究
在他国罕见的低生育率老龄化急剧发展过程中，为了维持日本的经济活力，我们将

进行多方面、整合性研究。其内容包括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方案，女性、老年人、年轻

人等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劳动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能够确保不同代人之间及同

代人内部支付和负担平衡的社会保障制度，高效的财政政策与财政均衡的恢复等。Ⅰ



 Ⅰ－４）从经济角度分析低出生率对策
 课题负责人∶樋口 美雄 FF

＜课题概要＞

日本正在以他国罕见的速度进入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无疑将迎来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在弥补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政策方面，国家要求进一步

发挥女性劳动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有意见认为，提高女性就业率将进一步导致生育率下降，从而由于人口减少阻碍长期经济发展。针对

这种预测，国家施行了一些既能提高生育率又能维持女性就业的政策，例如完善育儿休假制度等，但尚难说对其成效进行了充分验证。因此，

本研究将探讨以下问题∶①分析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探讨育儿休假制度等制度调整具有多大效果 ；②分析阻碍女性继续就业的主要原

因，探讨目前需要怎样的制度规划。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出生率的实证分析──以其与背景和家庭政策间的关系为中心（户田淳仁）（DP编号∶07-J-007）
 地区因素对生育和妻子继续就业的影响──根据家计经济研究所“关于消费生活的跟踪调查”进行的分析（樋口美雄、松浦寿幸、佐藤一磨）

（DP编号∶07-E-012）

 Ⅰ－５）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课题负责人∶清水谷 谕  FF

＜课题概要＞

在经历世界罕见的快速老龄化进程中，日本必须构建既不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又有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本研究将以老年人的多样性

为前提，从微观角度展开全方位的市场导向型“全新”研究，超越以往按医疗、护理、年金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或利用宏观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的局限。目前，我们充分依靠作为2005年度研究项目已经实施的试验调查和同样的老年人调查(HRS/ELSA/SHARE)的知识支持，开始进行“世

界标准”的中老年人样本调查工作。我们将收集健康情况、经济状况、家属关系、就业情况、社会参与等可供多角度、国际化对比的数据，使建立

在丰富的微观数据基础上的“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循证决策）”方法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领域得以确立，并使日本的经验为其他国

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ponse Behavior∶ An Experience from a Pilot Survey of the Health and Living Status of the 50s and beyond 
in Japan（Hidehiko ICHIMURA, Daiji KAWAGUCHI and Satoshi SHIMIZUTANI）（DP编号∶06-E-035）

国际讨论会

“Conference on Japanese Version of HRS/ELSA/SHARE”（2006/09/19, 2006/08/04-05）

 Ⅰ－６）社会保障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模拟模型的开发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深尾 光洋 FF/中田 大悟 F

＜课题概要＞

由于日本社会快速老龄化，未来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负担的加大将成为日本维持经济活力的隐患。要预测未来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及

支付，需要构建能够真实反映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模拟模型。因此，本研究利用本研究所以前开发的养老金模拟模型，开展以养老金财政

分析为主的研究，同时推进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分析工作，以此构建能够综合分析年金、医疗、护理、福利财政的模拟模型，探讨可以在低生育

率老龄化社会中与经济活力共存的、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付和负担方式。

2006年度研究课题之外的属于研究领域Ⅰ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金本位制下制度的作用和对物价的波及过程──19世纪通货紧缩的日美比较分析（竹森俊平、柳德米拉·萨夫琴科）（DP编号∶06-J-029）
关于保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今后财政运作方式的模拟分析（土居丈朗）（DP编号∶06-J-032）
修订年金制度对老龄人口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影响的分析（樋口美雄、黑泽昌子、石井加代子、松浦寿幸）（DP编号∶06-J-033）
护理对老年人决定就业或离职所产生的影响（樋口美雄、黑泽昌子、酒井正、佐藤一磨、武石惠美子）（DP编号∶06-J-036）
夫妇关系满足度与工作生活平衡∶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不可或缺的视点（山口一男）（DP编号∶06-J-054）
低出生率、老龄化与国民负担率（冈本章）（DP编号∶06-J-056）
社会保障制度下合理的财源筹集方法（橘木俊诏、冈本章、川出真清、畑农锐矢、宫里尚三、岛俊彦、石原章史）（DP编号∶06-J-057）
关于政府支出受益与国民负担的意识调查及计量分析（橘木俊诏、冈本章、川出真清、畑农锐矢、宫里尚三）（DP编号∶06-J-058）

An Optimal Rate of the National Burden in an Aging Japan （Akira OKAMOTO）（DP编号∶06-E-036）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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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１）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课题负责人∶长冈 贞男  FF

＜课题概要＞

为了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企业等出色的研发工作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有关研发的知识源、外部合作、技术外溢、资金制约、研究成果向商业

化转化的制约、发明者的动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受到限制。本研究为了从企业内部研究项目的层级系统性地收集上述信息，对日本的发

明人进行全面调查。这种调查在日本尚属首次。此外，我们将把调查获得的信息和既有统计结合起来进行统计性分析，从而明确日本企业在研

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例如，发明在产品制造现场的重要性），分析研发绩效的决定因素与今后的政策课题。此外，为准备明年以后实施国际间

比较分析，我们还要就问卷及调查方法与欧美学者进行国际性意见交流等。

Ⅱ－２）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课题负责人∶深尾 京司  FF

＜课题概要＞

对于今后面临劳动人口减少的日本而言，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在决定物品和人力资本收益率、影响设备和

教育投资动向方面也非常重要。本研究通过每年更新JIP数据库（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使得对日本经济最新生产率动向的分析成为可能。

2006年度的目标是完成覆盖1970—2004年的数据。另外，我们将通过对涵盖整个日本经济活动的微观数据以及宏观和产业层面的数据进行

整合，从单个企业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率提升、企业之间、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源再分配、市场参与和退出等角度，对宏观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

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行分析。目前，以格罗宁根大学为主的KLEM项目正在制作欧盟核心成员国和美国的数据库，首尔大学也正在制

作韩国的数据库，均为两位数标准（整个宏观经济、72个领域）。JIP数据库代表日本加入了欧盟KLEMS项目。我们在与上述组织及哈佛大学的

乔根森教授合作的同时，将从详细的产业层面对生产率进行国际间比较。我们还将与经济产业省的各部门进行合作，围绕国际化对企业生产

率产生的影响（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对宏观及产业层面无形资产存量的推算（技术振兴课）、服务产业的生产率等内容展开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新参与企业的生产率与资金筹集（宫川努、川上淳之）（DP编号∶06-J-027）
组织资本的定量评估（宫川努、金荣愨）（DP编号∶06-J-048）
The Shadow of Death∶ Pre-Exit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Japan（Kozo KIYOTA and Miho TAKIZAWA）（DP编号∶06-E-033）
 Determinants of the Profitabilit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Affiliates i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Does Localization of 
Procurement, Sales and Management Matter?（Keiko ITO and Kyoji FUKAO）（DP编号∶07-E-001）
 Estimation Procedures and TFP Analysis of the JIP Database 2006 Provisional Version（Kyoji FUKAO, Sumio HAMAGATA, Tomohiko 
INUI, Keiko ITO, Hyeog Ug KWON, Tatsuji MAKINO, Tsutomu MIYAGAWA, Yasuo NAKANISHI and Joji TOKUI）（DP编号∶07-E-003）
Does Off  shoring Pa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Alexander HIJZEN, Tomohiko INUI and Yasuyuki TODO）（DP编号∶07-E-005）
 The Eff ects of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on Domest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Alexander HIJZEN, Tomohiko 
INUI and Yasuyuki TODO）（DP编号∶07-E-006）
 Overseas R&D Activities and Home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Yasuyuki TODO and Satoshi 
SHIMIZUTANI）（DP编号∶07-E-008）
 What Determines Overseas R&D Activities? The Case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Satoshi SHIMIZUTANI and Yasuyuki TODO）（DP
编号∶07-E-010）

国际讨论会

“日、中、韩、欧洲企业的劳动生产率”(2007/03/02)
政策研讨会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源泉与日本的潜在增长率”（2006/07/25）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持续性的创新对维持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来说不可或缺。但是，如何测定创新以及

促进创新政策的效果，则是一个有难度的领域。因此，在实施此项研究时，需要建立

一个理论性、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弄清企业及产业层面的创新与宏观经济的全要素

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该框架中，尽可能把对日本产业所处的状况及各个产业

技术政策的评价与分析，应用在创新政策上。Ⅱ
研究课题介绍



Ⅱ－３）东亚的地区创新与企业经营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浅川 和宏 FF/三本松 进 CF

＜课题概要＞

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强调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性，企业不单要立足于本国优势，还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和使用经济资源，构建全球规模

的竞争优势。但从现状来看，以大型企业为核心、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化创新仍占主流。其中，最近东亚液晶显示器产业的发展动向引人注

目。以日本、韩国、台湾为主的东亚地区根据创新连锁进行产业创造的过程，已经无法依靠发达国家至上主义和本国中心主义实现。本研究针

对上述国际化创新的新倾向，将①东亚液晶显示器产业、以及②中小企业在东亚的发展作为研究重点，对国际化及地区化的新进展进行分析，

以期对日本的企业经营乃至产业政策有所借鉴。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从跨国经营论看日本企业的课题──以全球化R&D管理为中心（浅川和宏）（DP编号∶06-J-030）
中小企业和投创企业的创新与东亚经营以及全球化经营（三本松进）（DP编号∶06-J-061）

政策研讨会

“跨国经营与全球化创新──液晶产业的革新战略”（2007/03/14）

Ⅱ－４）关于提高生产率的宏观、产业、企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
 课题负责人∶西山 庆彦  FF

＜课题概要＞

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人们将其理解为是生产率下降的时期。但宏观生产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尚不明朗。虽然可

以考虑其原因在于各个企业的生产率下降、低生产率企业参与市场、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等，但探讨究竟原因何在则是属于实证方面的问

题。为此，需要将恰当的经济模型与恰当的统计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调查。然而事实上，现有研究中并没有可以直接应用的妥当内容。从今后应

作为目标的可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应将企业及产业等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宏观层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认识。本研究试图从理论、

实证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研究。

Ⅱ－５）对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发明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玉田 俊平太 FF

＜课题概要＞

一般认为，当企业无法在机构内部获得为开发新产品解决技术课题所需要的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时，较为有效的做法是，与大学或独立行政

法人等政府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但另一方面，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需要承担调查、签约等成本。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与

民营企业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发明进行调查研究，明确大学及独立行政法人等政府研究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并为进一步强化日本创新体系

政策提供借鉴。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地区内创新机制的重要性（2005年度研究成果）（玉田俊平太）（DP编号∶07-J-002）

Ⅱ-2）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政策研讨会（2006/07/25）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源泉与
日本的潜在增长率”

Ⅲ-3）东亚的地区创新与企业经营政策研讨会
（2007/03/14）
“跨国经营与全球化创新──液晶产业的革新战略”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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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６）利用创新获取价值∶日本企业在信息机械、数码家电方面的竞争力与附加价值创造
课题负责人∶延冈 健太郎 FF

＜课题概要＞

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利用创新创造附加价值是最重要的课题。迄今为止的研究都是假设如果能产生创造性的技术革新，再以此为基础开发出

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商品，就能够提高国际竞争力及生产率。然而近年来，国际竞争形势更为复杂，日本企业即使成功地进行了技术革新并

开发出优秀的商品，也未必能与创造附加价值联系起来，而且这种事例正在急剧增多。用技术经营理论来讲，就是即使能够“创造价值”，也无

法“获取价值”。这种现象在使用半导体技术、数码技术和通讯技术的信息机器以及数码家电方面尤为突出。对于日本企业在获取价值方面面

临的失败，有很多是无法用以往有关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的。本研究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弄清获取价值的理想方式，并对如何提高

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建议。

Ⅱ－７）对日本企业设计思想及设计流程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藤本 隆宏 FF

＜课题概要＞

在经济学中，探讨贸易及产业竞争力、特别是研究比较优势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前提，就是将所有物质生产流程中物理性制造流程的重要

性，换言之就是该流程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一国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基础。然而，报酬递增与产品差异化已经不是例外，而是当前众多制

造业常见的现象。对于这些商品的产业，我们的推论是，在分析一个国家现存产业的结构时，该产业在设计流程中有效利用资源远比在制造流

程中有效利用资源重要。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以基于设计论的产业论──即从设计信息的形成阶段入手研究产品（人工制造物）的制造，将

其走向市场的最佳流程视为“产品制造”──作为研究依据，对日本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重新进行探讨。具体而言，本研究从日本具有历史传

统优势的组织能力与产品的设计构思（结构）之间的适应性入手，研究推测产业竞争力的框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人造产品的复杂化与产品架构（奥野正宽、泷泽弘和、渡边泰典）（DP编号∶06-J-038）

Ⅱ－８）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中技术革新流程的调查与分析
课题负责人∶中马 宏之 FF

＜课题概要＞

要在自然科学型产业中实现有效的技术创新流程，必需广泛收集企业内外各方面专家的真知灼见。但遗憾的是，目前日本很难说在足够广泛

的层面上有效地实现了“真知灼见的集结”。因此，即便是在产生了很多创造性发现、发明、改良的领域，也有不少事例说明很难带来相关自然

科学型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本研究基于上述认识，重新探讨日本具代表性的自然科学型产业──半导体（部件、装置、材料）产业的技术创新流

程的特征、尤其是其劣势与优势，探索改进措施。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探索半导体生产体系竞争力弱化的主要原因∶从高度磨合力的视点出发（中马宏之）（DP编号∶06-J-043）

Ⅱ－９）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田中 辰雄 FF/铃木 润 FF

＜课题概要＞

众所周知，日本在软件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很弱。软件产业整体入超极大，出口不到进口的一成。在附加价值较高的尖端技术产业中，日本如此

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实属罕见。而且，这种状况还有可能给利用IT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其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在竞争力上出

现如此之大的差距？能否找到提高竞争力的政策良方？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假设答案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掌握日本软件技术创新

的现状，探讨可以提升软件产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利用软件进行业务创新的政策措施。

研究课题介绍



Ⅱ－10）关于今后“专利政策”的理想方式
课题负责人∶清川  宽 SF

＜课题概要＞

日本要生存，必须推进创新。知识产权制度是推进创新的支柱，专利政策则是对该制度的强化。在专利方面，小泉政权时期设置了战略本部进

行推动，但究其起源，还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有意见认为，由于重视普及而缺乏对专利的保护，与促进创新不相称。在上一年度

的研究中，我们对日本迄今为止的制度变迁等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日本的专利制度水准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日本

在专利制度方面的榜样，正在因过度保护专利而重新对专利制度进行探讨，要求研发工作从复杂、高度专业化向协作配合的方向发展。我们将

偏重于对能够促进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探讨。具体而言，我们将围绕如何重新看待专利保护程度（排他权）、应用知识财产的经营及业务

战略的理想方式等内容进行探讨，同时也将听取来自一线企业的意见。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围绕知识产权问题的动向及其评价(关于对90年代后半期以来强化专利权的评价)（清川宽）（DP编号∶06-J-060)

Ⅱ－11）关于产业群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合作研究）
课题负责人∶儿玉 俊洋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课题概要＞

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在加强创新能力与活跃地区经济两个方面上，形成产业群的重要性日趋增强。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被誉为经

济产业省“产业群计划”样板的首都圈西部地区的“TAMA”的先进研究成果，并通过调查高科技企业与实力派大学云集的京都圈，对形成产业

群提供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将对从京都市近郊到滋贺县南部的“京滋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从中挖掘具有优秀的产品开发能力

的中小企业，同时对大企业与这些产品开发型中小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通过上述研究，探讨产业群这一有效的地区性创新

体系的发展策略及政策课题，并对日本全国起到启发作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京滋地区产品开发型中小企业和产业群的形成状况（儿玉俊洋、斋藤隆志、川本真哉）（DP编号∶07-J-009）

2006年度研究课题之外的属于研究领域Ⅱ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模块产品间的整合是否可行──分析计算机数控的出现过程（柴田友厚、儿玉文雄）（DP编号∶06-J-040） 
创业期的资金筹措和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本庄裕司）（DP编号∶06-J-047）

地区因素对制造业开工率的影响∶高科技行业和低科技行业的比较分析（冈室博之）（DP编号∶06-J-049）
 地区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分析──“小范围”网络化的关西医疗和九州半导体产业网络（ 坂田一郎、梶川裕矢、武田善行、柴田尚树、桥本正

洋、松岛克守）（DP编号∶06-J-055）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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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１）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若杉 隆平 FF/富浦 英一 FF、大桥 弘 FF

＜课题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日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巨变。我们试图从①市场条件、②国际分工、以及③贸易政策这三个角度，展

望日本的全球化现状。①以亚洲国家为首的各国的市场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贸易、直接投资、国际分工、技术转移等，但对它们

的定量分析则尚在进展当中。在此，我们将对显示市场条件的指标进行统计完善，同时分析市场条件对贸易、投资、研发造成的影响，从经济学

角度探讨在国际范围内完善市场条件的重要性。作为研究的具体步骤之一，我们将分析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差异对技术转

移、接纳研发机构产生的影响，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问题所在。②在全球经济化的进程中，日本企业的国

际分工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将从与研发及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角度，对日资企业的生产工序分工进行分析，从而阐明企业外包、委托加工

的现状。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完善贸易政策中的紧急避难性措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日趋重要。我们通过对在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政策

方面领先一步的美国进行案例分析，重新探讨这一政策的重要性。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Mode of Overseas R&D by Multinationals∶ Empirical Evidence（Banri ITO and Ryuhei WAKASUGI）（DP编号∶

07-E-004）
国际讨论会

“Empirical Studies of Trade, FDI and Firms in East Asia”（2007/03/16-17）

Ⅲ－２）开发援助的治理结构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泽田 康幸 FF/木村 秀美 F

＜课题概要＞

目前，围绕开发援助的讨论重点正在发生重大转折，从项目援助转变为财政支持、从融资转变为以削减债务及建立基金为主、从双边转变为多

边。但是，可以达到国际援助团体基本开发目标──MDGs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政策工具并不明确，人们一直在争论“直接削减贫困”和

“促进经济增长战略”的相对有效性。此外，尽管人们围绕援助的“量”展开了讨论，但并没有对援助的“质”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

依据实证系统地阐明“开发援助的治理结构*”。具体而言，我们将基于上述问题，针对开发援助亚洲和非洲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及其原因，利用

贸易、投资、援助“三位一体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等。

*“开发援助的治理结构”，是指由援助国的决策结构、受援国的决策结构与援助形态（形式）构成的、以公有的国际资金流进行的开发援助的

“治理结构”。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开发援助是直接投资先头部队吗？根据重力模型所做的推算（木村秀美、户堂康之）（DP编号∶07-J-003）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DI?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Hidemi KIMURA and Yasuyuki TODO）（DP编号∶07-E-007）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关于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关系紧密化与日本国际战略的研究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特别是亚洲各国经济向紧密化方向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针对国

际贸易规则（WTO、FTA）及贸易投资政策的理想方式，确立日本的综合性国际战略，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研究所为了对包括日本贸易在内的上述战略的实施有所贡

献，对亚洲范围内的贸易、直接投资、技术价值链与金融、汇率制度的变迁展开分析，

提出面向亚洲及世界的政策建议。并积累各种贸易规则的运用状况，进行理论性的

整理，分析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状况及贸易战略，使企业可以开展国际商务活动

的事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

Ⅲ
研究课题介绍

Ⅲ-1）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国际讨论会（2007/03/16-17）

“Empirical Studies of Trade, FDI and Firms in East Asia”



Ⅲ－３）从法律角度探讨地区经济一体化
课题负责人∶川濑 刚志 FF

＜课题概要＞

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地区经济一体化（FTA、EPA、关税同盟）的兴盛确实令人刮目相看。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激起了人们的高度

关注，但从法律角度进行的分析则普遍滞后。地区经济一体化是遵循与WTO同样庞大的法律文本进行的，是以GATT24条为依据的通商“协

定”。因此，具体的制度规划以及协定完成后的应用，都必须将法律分析作为政策工具的核心。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将按照不同领域，对目前

主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行制度对比，弄清地区经济一体化在法律制度规划方面的类型化及其特征。通过上述研究，将揭示出作为理想的经

济一体化法律规则可以有什么选项，及其对实际的经济一体化产生什么作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地区贸易协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处理──以相互承认的制度为中心（内记香子）（DP编号∶06-J-042）
地区经济整合与竞争政策及反垄断法（濑领真悟）（DP番号∶06-J-052）
 关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反倾销措施适用的规则──针对通过横向比较引进规则的条件的考察（川岛富士雄）（DP编号∶06-J-053）
地区经济一体化中“人员流动”的自由化──针对跨境劳动力移动的新国际合作形式（东条吉纯）（DP编号∶07-J-008）

Ⅲ－４）解决全球性失衡问题
课题负责人∶Willem THORBECKE SF

＜课题概要＞

今年我们的工作是进一步了解亚洲的国际性生产网络特征和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在与吉富胜所长共同完成的论文中，对东亚地区“贸易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三者之间的关联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与Mizanur RAHMAN合写的论文中，我们考察了人民币单边升值和为中国

供应中间投入品的国家货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我们还试图从上述两个研究中得出相关的政策结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How Would China’s Exports be Aff ected by a Unilateral Appreciation of the RMB and a Joint Appreciation of Countries Supplying 
Intermediate Imports? （Mizanur RAHMAN and Willem THORBECKE）（DP编号∶07-E-012）

Ⅲ－５）关于东亚金融合作与最佳货币汇率篮子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伊藤 隆敏 FF/小川 英治 FF

＜课题概要＞

2004年－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高达GDP的7%。另一方面，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在增大，超过了GDP的5%。中

国、日本、再加上韩国及东盟各国，这些东亚国家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已创下记录。在消除这种不均衡的过程中，可以预想到，当
美元下跌时，如果东亚国家货币体制不存在合作关系，就会给若干国家造成过大的升值负担，或者为了避免升值而增加干预交易的
金额。如果东亚国家能够携手建立“Joint fl oat（联合浮动）”机制（例如Common Basket∶共同的一篮子货币），就会使消除世界性
不均衡过程中对东亚国家造成的冲击得以缓和。本研究试图将共同的一篮子货币作为未来长期性的理想选择，进行与政策直接相
关的研究，探讨向一篮子货币过渡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理想的一篮子货币制度的形式。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人民币改革的分析（伊藤隆敏）（DP编号∶06-J-028）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Infl ation in Post-Crisis Asian Economies∶ VAR Analysis of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akatoshi 
ITO and Kiyotaka SATO）（DP编号∶06-E-018）
The Chinese Yuan after 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System Reform （Eiji OGAWA and Michiru SAKANE）（DP编号∶06-E-019）
On Determinants of the Yen Weight in the Implicit Basket System in East Asia （Takatoshi ITO and Keisuke ORII）（DP编号∶06-E-020）
Chinese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the Optimal Basket Weights for the Rest of East Asia （Etsuro SHIOJI）（DP编号∶06-E-024）
Adopting a Common Currency Basket Arrangement into the ASEAN Plus Three （Eiji OGAWA and Kentaro KAWASAKI）（DP编号∶

06-E-028）
Progress toward a Common Currency Basket System in East Asia （Eiji OGAWA and Junko SHIMIZU）（DP编号∶07-E-002）

国际讨论会

“Regional Monetary Coordination and Regional Monetary Unit”（2006/12/23）
RIETI-TIER讨论会

“Strengthening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s”（2006/12/08）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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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６）FTA研究会
课题负责人∶浦田 秀次郎 FF 

＜课题概要＞

自由贸易协定（FTA）已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东亚及日本也在增加FTA。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以全世界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

亚地区的主要FTA为研究对象，对FTA内容进行评价，并对FTA带来的成效进行分析。以上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将为如何构建理想的FTA提供

重要信息。从评价分析的结论中，可以了解到每个FTA应予改善的方面。另外，从成效分析中可以获得有益于预测FTA效果的信息，从而对

FTA战略的构建有所助益。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n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Economic Eff ects of B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Kozo KIYOTA） （DP编号∶06-E-027）
Service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Ryo OCHIAI, Philippa DEE and Christopher FINDLAY）（DP编号∶07-E-015）
 Market Access in FTAs∶ Assessment Based on Rules of Origin and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Inkyo CHEONG and Jungran 
CHO）（DP编号∶07-E-016）
 An Analysis of th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Shujiro URATA and John SASUYA） （DP编号∶

07-E-018）
国际讨论会

“FTA研究计划”（2006/11/10）
政策研讨会

“激增的FTA的意义与课题──FTA质的评估与量的效果”（2007/03/22-23）

Ⅲ－７）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的改观
课题负责人∶白石 隆 FF

＜课题概要＞

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崛起将给东亚地区的秩序带来怎样的改观？针对这个问题，本研究试图在关注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同时，对东

亚地区秩序层面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进行分析。围绕中国崛起的争论焦点，从视为“威胁”到视为“机遇”，分歧很大，但大

多看法始终停留在印象论上。对此，本研究通过与具体研究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人员进行探讨，弄清判断中国在

东亚地区秩序中所处位置的要素。

Ⅲ－８）以法保护对外投资的应有方式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小寺 彰 FF/松本 加代 F 

＜课题概要＞

对外国投资因对象国的国情不同等问题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上述风险中因接受投资国的行为直接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政治风险、社

会风险），人们希望能够在某种官方框架下予以解决。近年来，作为该类框架，投资协定倍受瞩目。特别是投资协定规定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

纠纷解决途径（国际仲裁），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本研究主要是分析该仲裁的法理依据，探讨以法律保护对外投资的理想

方式。今后日本要签署投资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时，本研究的法理分析将对其中投资条款的起草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可为相关企业

选择投资对象及投资方法提供参考。本研究还将对具有类似功能的投资保险商品的设计产生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投资协议中的“透明度”──定位与对策（小寺彰）（DP编号∶06-J-026）
WTO纠纷解决手续中非效率违约的可能性──从法学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清水刚）（DP编号∶07-J-001）
 On the Comparison of Safeguard Mechanism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kira KOTERA and Tomofumi KITAMURA）（DP编号∶

07-E-017）

研究课题介绍



Ⅲ－９）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课题负责人∶神事 直人 FF

＜课题概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贸易与环境”问题、或食品、农业与WTO等问题正在成为重大的争议焦点。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学与法学两

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分析开放经济下的环境政策效果、②探讨包括违法采伐森林资源问题及其对策

在内的可持续性森林管理政策、③分析贸易自由化给环境问题造成的影响、④从法律角度分析对多国间环境协议与GATT、WTO协议之间的整

合性问题等。分析将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进行，并根据需要对相关案例或历史情况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Illegal Extractions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Costly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Naoto JINJI）
（DP编号∶07-E-011）

Ⅲ－10）关于产品框架的模块化与东亚地区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课题负责人∶桑原 哲 SF 

＜课题概要＞

模块化的进展使得以往单一的生产工序被割裂开来，分散在不同地方。从供给面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各工序在生产要素投入方

面的差异、或生产技术的差异。目前在东亚地区，以极为细分化的生产工序为单位形成的产业群跨越国境分散在各地，产业比较优势的结构也

发生了巨变。本研究基于上述认识，针对模块化的进展对东亚地区贸易结构带来的影响，以数据为依据展开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东亚地区产品结构模块化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桑原哲）（DP编号∶06-J-050）

Ⅲ－11）对在经济全球化竞赛中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国际战略进行调查研究
课题负责人∶白石 重明 SF

＜课题概要＞

在所谓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中，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置身于全球化的竞赛，面临如何提高生产率的课题。为了针对该问题提出有效的政

策建议，本研究将企业的国际性业务活动视为“作为企业战略基础的resource（资源）及risk（风险）”和“作为企业战略行动的redefi nition（重新

定义）及relocation（重新定位）”的循环模型（将与企业战略相关的“定位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加以循环融合的“２Ｒto２Ｒ”模型）进行理

解和把握，从而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提取出经济全球化的实际情况和课题。同时，本研究还从在全球化竞赛中提高生产率这一观点入手，对

政府（政策）与企业（业务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本研究作为与OECD的合作项目进行研究。 

2006年度研究课题之外的研究领域Ⅲ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小国”马来西亚的经济技术官僚的变迁和特征（鸟居高）（DP编号∶06-J-031）

Ⅲ-5）关于东亚金融合作与最佳货币汇率篮子的研究
RIETI-TIER研究会（2006/12/08）
“Strengthening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s”

Ⅲ-6）FTA研究会
政策研讨会（2007/03/22-23）
“激增的FTA的意义与课题──FTA质的评估与
量的效果”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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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课题负责人∶尾高 煌之助 编纂主任

＜课题概要＞

通商产业省（当时名称）于1984年开始以从二战后至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为对象编辑通商产业政策史，至1994年共发行了17卷。这套政策史

的对象时期结束后已经过20多年，为适应新时代的政策制定，寻求对较新时代的通商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本研究

以1980年—2000年为中心，对20世纪最后时期的通商产业政策史（政策制定过程、需要制定新政策时的经济产业状况、政策实施过程、政策意

图的实现情况、政策实施后的经济产业状况等）进行编辑，不仅记录客观事实，而且加入分析、评价的观点。

此次通商产业政策史，总论1卷，按时代分别设立章节，各论11卷，按主要政策项目分别设立章节（各论基本上与通商产业省的各机构对应），

共12卷，预定2010年完成。

＜课题实施体制＞

以RIETI内设立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为主体实施本计划。

委员长∶编纂主任

委员∶编纂副主任、各卷执笔负责人、经济产业省代表

编纂主任　　　尾高煌之助（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编纂副主任　　武田晴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中田哲雄（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商务研究科教授）

　　　　　　　松岛茂（法政大学经营系教授）

各卷执笔负责人

第１卷（总论） 尾高煌之助

第２卷（通商政策、贸易政策） 阿部武司（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３卷（产业政策） 冈崎哲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４卷（流通政策、消费者行政） 石原武政（关西学院大学商学系教授）

第５卷（环境、选址安全政策） 武田晴人

第６卷（基础产业） 山崎志郎（首都大学东京都市基础系教授）

第７卷（机械信息产业） 长谷川信（青山学院大学经营系教授）

第８卷（生活产业） 松岛茂

第９卷（产业技术政策） 泽井实（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10卷（资源能源政策） 橘川武郎（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第11卷（知识产权政策） 中山信弘（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第12卷（中小企业政策） 中田哲雄

＜2006年度的主要活动＞

召开“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筹备会议”(“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设立前）及“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纂主任起草宣言（整体框架）

　●制定“通商产业政策史的基本编纂方针”

　●决定各卷构成、执笔负责人及共同执笔人

与过去的政策负责人进行意见交换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了解通商产业政策的历史，在今后制定经济产业政策时可以成为基本知识，在经济

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专家的协助下，对范围广泛的通商产业政策进行整体性的、系统

性的调查研究和编纂。Ⅳ
研究课题介绍



Ａ－１）关于金融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会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渡边 努 FF/植杉 威一郎 CF

＜课题概要＞

在日本经济摆脱长期景气停滞，缓慢恢复经济景气的过程中，①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供给行为、②企业间网络（企业间的商业交易、资

本交易关系）、③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资本交易关系）都发生了巨变。本研究会将利用大企业、

中小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财务数据、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弄清上述变化。

Ａ－２）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课题负责人∶川口 大司 FF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景气恢复的征兆依稀可见，企业业绩也在逐步恢复。但是，平均工资并无恢复的迹象，非正式雇用仍在增加，雇用的不稳定化也在升

级。因此，经济景气的恢复并未惠及劳动者身上。在这种雇用形势下，工资差距问题一直引人注目，但始终未能利用大规模的政府统计数据弄

清工资差距的整体情况，人们几乎不了解正式雇用与非正式雇用之间产生工资差距的原因以及劳动者工资水平在不同档次间流动的时序变

化。本研究旨在利用大规模政府统计的个体数据，填补社会关注的问题与严密的实证分析之间的鸿沟，最终目的在于在严密的实证分析基础

上，为制定理想的劳动、雇用政策提供借鉴。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Male-Female Wage and Productivity Diff erentials∶A Structural Approach Using Japanese Firm-Level Panel Data（Hirokatsu ASANO 
and Daiji KAWAGUCHI）（DP编号∶07-E-020）

Ａ－３）对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分析∶提高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发展的组织和制度设计
课题负责人∶鹤 光太郎 SF

＜课题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企业合并、收购、经营一体化热潮中，日本企业的合并、收购、经营一体化也在急剧增加。为了解上述变化，

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充分的验证∶①其动机、意图何在 ；②进行机构重组后，是否发挥出预期效果，提高了企业的绩效。我们首先将建立涵盖

企业活动基本调查样本与收购、合并信息的综合性“M&A（并购）数据库”，着眼于不同产业、不同形态的特点，为验证上述问题进行计量分析。

此外，作为挖掘新的研究领域的一环，还将成立“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研究会”，从理论及实证两个方面对今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式进行跨

学科的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Consolid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Shinkin） in Japan∶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Kaoru HOSONO, Koji SAKAI and Kotaro TSURU）
（DP编号∶06-E-034）

Ａ－４）关于以小政府为前提的官民合作提供高效公共服务的方策研究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山内 直人  FF/守山 宏道 CF

＜课题概要＞

在迎来低生育率老龄化与人口减少的社会，同时全球化与国际竞争不断加剧这一结构性巨变中，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将国有部门的规模控制在

可持续的范围内，日本必须推行以“小政府”为目标的改革。本研究围绕PFI（私募融资计划）、指定管理者制度以及市场化尝试等政府与民间建

立合作关系（官民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问题，进行类型整理，定量检验削减财政支出的效果，分析引进上述做法的激励作

用，同时对地方公共团体、NPO进行问卷调查等。我们希望通过上述研究活动，对日本以官民合作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政策方式有所启示。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金融结构、公司治理的展开等有关企业制度的研究
以制定冒险与发展、稳定并立的新型经济制度为目标开展研究。A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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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５）对沟通、协调、协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课题负责人∶泷泽 弘和 F

＜课题概要＞

在必要的投资规模增大以及研发范围的扩大化、复杂化、加速化的背景下，当今以半导体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在最终市场上作为竞争对

手的企业之间，却在研发阶段逐渐形成复杂的协作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发过程并不停留在一个企业内部，而是在企业之间进行，

因此对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被视为黑匣子的协作机制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必须了解什么样的沟通、协调、协作机制的激

励作用是适合的、信息是高效的。本研究旨在依据信息经济学、博弈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知识对上述课题进行探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通过共同研究开发共享信息（中马宏之、藤村修三、川越敏司、松八重泰辅、奥野正宽、泷泽弘和、渡边泰典、横山泉）（DP编号∶07-J-013）
 Information Sharing in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Hiroyuki CHUMA, Shuzo FUJIMURA, Toshiji KAWAGOE, Taisuke MATSUBAE, 
Masahiro OKUNO-FUJIWARA, Hirokazu TAKIZAWA, Yasunori WATANABE and Izumi YOKOYAMA）（DP编号∶07-E-019）

Ａ－６）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对并购与企业治理的经济分析
课题负责人∶宫岛 英昭 FF

＜课题概要＞

尽管有关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分析在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但一直是对主办银行的规则、所有制结构的作用、董事制度改革等内容分别进行分

析，并没有充分顾及相互间的联系。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推进的创造性破坏活动（传统企业的重组与新上市企业的增加），

使日本企业在企业治理方面产生了新问题。因此，本研究的任务是围绕企业治理乃至更广泛的企业体系，从政策角度以学术观点筛选较为重

要的问题，开拓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具体课题包括新兴企业及上市子公司的治理问题、内部治理、业务投资选择、从整体上理解内部组织

结构、弄清竞争环境与企业治理之间关系等，再加上去年开始着手的关于并购的经济分析。为了弄清上述问题点，本研究将以东京证券交易所

一部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关于业务投资选择、组织结构的问卷调查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并购的经济分析∶并购为什么增加（蚁川靖浩、宫岛英昭）（DP编号∶06-J-034）
 如何看待急速增加的M&A∶历史性发展和经济作用（宫岛英昭）（DP编号∶06-J-044）

Ａ－７）关于在地方分权与国际竞争时代，为活跃地方经济而运用基础设施资产的行政财政制度方式的实证性国际比较
制度分析──考察地方机场的行政财政运营制度、治理体制
课题负责人∶赤井 伸郎 FF

＜课题概要＞

为了迎接成熟社会，满足多样化需求，需要地方政府实行自负其责，实施以有效进行行政财政运营为目标的改革。以往，日本都是在“国土均衡

发展”的名义下，由国家依照再分配政策建设公共设施。一直以国内交流为主的地方经济，今后需要在国际化及东亚自由贸易的洪流中加强与

世界的交流，有效使用公共设施及行政资产。为此，由地方政府自负其责，制定可高效支持运营及应用的行政财政制度成为课题。在这方面，作

为重要要素的基础设施就是道路、港口和机场。然而，在上述领域，仍多以国家政策为主，地方政府自行运营、可活跃地方经济、充分灵活的行

政财政制度至今仍不完善。本研究将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包括探讨地方机场和按照机场整备特别会计核算方法、以全国公共方式运营的国

营机场的治理方式，通过分析特殊会计制度所产生的再分配问题、由国家主导的机场整修和管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地方机场的运营效率及

地方政府的未来措施等，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可以有效运营地方机场、活跃地方经济的行政财政制度。

Ａ－８）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税制改革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岩本 康志 FF/桥本 恭之 CF

＜课题概要＞

目前日本面临着老龄化、国际化、地球环境、贫富差别等问题，处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之中。本研究认为，税务体制也要顺应上述环境的变化，

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拟采用租税理论的成果，从中长期的角度探讨与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相适应的理想税制。为此，我们将

构建能够模拟符合日本政策课题的税制改革方案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根本性的税制改革对经济活动与国民生活产生的影响，探讨改革

的方向性。

研究课题介绍



Ａ－９）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
课题负责人∶鹤 光太郎 SF

＜课题概要＞

为了探讨日本“劳动力市场制度”（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的新“样式”和改革方式，我们将组织从法学、经济学、经营学等多角度进行理论、

实证研究的研究会。在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所有方面广泛予以关注的同时，也将对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要以跨

越纵向结构和藩篱的观点，从整体上对劳动法制的方式提出建议。在分析方面，将采纳欧洲等的经验，采用国际性的观点及分析方法，弄清劳

动法制及制度与劳动市场及雇用体系乃至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包括非正式雇用问题）。

2006年度研究课题之外的相关研究领域A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股东主权与职员主权──从日本上市企业看到的矛盾困境（田中一弘）（DP编号∶06-J-035）
银行风险曝光与企业和银行间的放弃债权谈判 通过事例研究进行验证（秋吉史夫、广濑纯夫）（DP编号∶06-J-037）
以收购基金为主导的企业更生对更生债务偿还率产生影响的测定（丸山宏）（DP编号∶06-J-039）
冲绳县企业的相对高利率──与全国相比的定量分析（安孙子勇一）（DP编号∶06-J-041）
关于地区重建基金和地方金融机构的关系（松尾顺介）（DP编号∶06-J-045）
建立引进垄断性竞争的跨地区CGE模型（久武昌人、山崎清）（DP编号∶06-J-046）
创新与融资结构（柳川范之）（DP编号∶07-J-004）
风险资金和企业发展──融资中介的作用（小林孝雄、久武昌人）（DP编号∶07-J-005）
 SME Financing and the Choice of Lending Technology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Nobuyoshi YAMORI）（DP编号∶

06-E-025）
Are Trade Creditors Relationship Lenders?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Wako WATANABE）（DP编号∶06-E-026）
Bank Size and Lending Relationships in Japan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Wako WATANABE）（DP编号∶06-E-029）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Bargaining Power （Hirofumi UCHIDA）（DP编号∶06-E-030）
Loan Offi  cers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Hirofumi UCHIDA, Gregory F. UDELL and Nobuyoshi YAMORI）（DP编号∶06-E-031）

Ｂ－１）关于电力改革中的市场与网络的经济分析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八田 达夫 FF/田中 诚 FF

＜课题概要＞

为了对日本电力事业制度改革有所助益，我们将围绕电力市场与输电网络方面的绩效评价及制度规划问题，重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比以往更

为深入实际的研究。作为2005年度以前的项目研究成果，我们已完成了用于对电力市场与输电网络进行计量性评价分析的多个标准模型。在

2006年度开始实施的项目中，我们将把已开发的标准模型按照实际情况进一步精细化，并加以发展。此外，还将积累、完善2005年以来的实际

交易数据，并进行较为切合实际的计量性评价分析，以有助于验证批发电力交易所的持续性监测及制度变更所带来的影响。此外还将针对与

市场和网络相关的个别制度规划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实施切合实际的应用研究，以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Charge Reform in Japan'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Shu-ichi AKIYAMA and Nobuhiro 
HOSOE）（DP编号∶06-E-022）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监管改革与政策评估的方式
对其余的监管改革与客观性政策评估进行研究。B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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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对完善历史性能源统计资料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戒能 一成 F

＜课题概要＞

了解能源政策的历史是制定未来能源政策的基础。然而目前尚缺乏可以按时序比较的、高精密度的能源统计资料，从而对研究工作的推进造

成了障碍。因此，作为能源政策研究的基础性材料，我们将对高精密度的历史性能源统计资料的完善展开研究，并利用该历史性能源统计资

料，探讨能源政策的理想方式。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钢铁行业节能措施的费用效果分析（戒能一成）（DP编号∶06-J-059）

Ｃ－２）引进规模经济性等概念构建东亚大型CGE模型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伴 金美 FF/久武 昌人 CF

＜课题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展中，经济活动正在向地理性集中和产业集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东亚经济的惊人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的洪流，对日本经济也

产生了巨大影响。本研究将构建以东亚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一般均衡模型，为从数量上评价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经济定

位所发生的变化奠定基础。该模型重点在于，明确纳入了经济一体化中产生的产业集聚动向及规模经济性等内容，将不完全竞争问题也列为

分析对象，通过阐明经济一体化谈判中各国的政策协调对东亚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以及使各国的福利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提供促进各国达成

一致的高透明度的框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以贸易政策为对象的应用一般均衡分析（武田史郎）（DP编号∶07-J-010）
国际讨论会

“引入规模经济性等概念构建全东亚CGE模型”（2006/12/15）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完善与应用
充实微型追踪调查数据，提高贸易、技术、年金、能源、环境等领域的模型操作水平，

加强研究上必须的基础设施。C
研究课题介绍

Ｂ－２）政策评估模拟模型
课题负责人∶金本 良嗣 FF

＜课题概要＞

在能源政策等领域，人们已开始利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评价。但该模型的规模很大，往往难以评估其可信度。本研究试图利用可以在

制定政策工作中制作、并可以被人理解的小规模微观经济模型，推算各种政策选择所带来的便利和费用。作为政策模拟的主要对象，我们选择

了地球变暖对策和日本式电力市场自由化。关于地球变暖对策，将分析汽车等特定领域的政策效果。针对电力自由化，将与其他国家的制度规

划进行对比，分析日本式制度规划的特征，并对各种政策选项进行评价。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对“领跑者方式”下节能法家用电器效率标准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与定量性政策评估（戒能一成）（DP编号∶06-J-025）
关于“领跑者方式”下节能法轿车油耗标准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与定量性政策评估（戒能一成）（DP编号∶07-J-006）

2006年度研究课题之外的属于相关研究领域B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大中型店铺的市场参与和退出以及增强城市中心地区活力的计量分析（松浦寿幸、元桥一之）（DP编号∶06-J-051）
社会资本对提高东京都中心地区生产率的效果∶纳入集中效益的测定（八田达夫、加藤秀忠）（DP编号∶07-J-011）
New Evidences on What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Represent （Carlos Henrique CORSEUIL and  Hidehiko ICHIMURA）（DP编号∶

06-E-023）

研究课题介绍



 工作论文（Discussion Paper）

原则上，工作论文是经过内部讨论后以专业论文的形式整理而成的研究成果。为了唤起广泛的探讨，RIETI将这些论文公布在网站上。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dpaper2006.html）

※以下为2006年4月—2007年3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07-J-013 2007/3 共同研究开发中的信息共享

中马宏之(RIETI，一桥大学)
藤村修三(东京工业大学)
川越敏司(公立函馆未来大学)
松八重泰辅(早稻田大学)
奥野（藤原）正宽(东京大学)
泷泽弘和(RIETI)
渡边泰典(东京大学)
横山泉(一桥大学)

A-5

07-J-012 2007/3
地区因素对生育和妻子继续就业的影响

──根据家计经济研究所“关于消费生活的跟踪调查”进行的分析

樋口美雄(RIETI，庆应义塾大学)
松浦寿幸(RIETI)
佐藤一磨(庆应义塾大学)

I-4

07-J-011 2007/3
社会资本对提高东京都中心地区生产率的效果∶

纳入集中效益的测定

八田达夫(RIETI，国际基督教大学)
加藤秀忠(国际基督教大学)

B-其他

07-J-010 2007/3 以贸易政策为对象的应用一般均衡分析 武田史郎(关东学园大学) C-2

07-J-009 2007/3 京滋地区产品开发型中小企业和产业群的形成状况

儿玉俊洋(京都大学)
斋藤隆志(京都大学)
川本真哉(前京都大学)

II-11

07-J-008 2007/3
地区经济一体化中“人员流动”的自由化

──针对跨境劳动力移动的新国际合作形式
东条吉纯(立教大学) III-3

07-J-007 2007/3 出生率的实证分析──以其与景气和家庭政策间的关系为中心 户田淳仁(庆应义塾大学) I-4

07-J-006 2007/3
关于“领跑者方式”下节能法轿车油耗标准管制的成本效益

分析与定量性政策评估
戒能一成（RIETI） B-2

07-J-005 2007/3 风险资金和企业发展──融资中介的作用
小林孝雄(RIETI，东京大学)
久武昌人(RIETI)

A-其他

07-J-004 2007/3 创新与融资结构 柳川范之（RIETI，东京大学） A-其他

07-J-003 2007/3 开发援助是直接投资的先头部队吗？根据重力模型所作做的推算
木村秀美(RIETI)
户堂康之(青山学院大学)

III-2

07-J-002 2007/3 地区内创新机制的重要性 玉田俊平太（RIETI，关西学院大学） II-5

07-J-001 2007/1
WTO纠纷解决手续中非效率违约的可能性 
──从法学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清水刚(东京大学) III-8

06-J-061 2006/12 中小型创投企业的创新与东亚经营以及全球化经营
三本松进(RIETI，独立行政法人

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
II-3

06-J-060 2006/12
日本围绕知识产权问题的动向及其评价（关于对90年代后半期以

来强化专利权的评价）
清川宽(RIETI) II-10

06-J-059 2006/12 日本钢铁行业节能措施的费用效果分析 戒能一成（RIETI） C-1

06-J-058 2006/12 关于政府支出受益与国民负担的意识调查及计量分析

橘木俊诏（RIETI，京都大学）

冈本章（冈山大学）

川出真清（新潟大学）

畑农锐矢（明治大学）

宫里尚三（日本大学）

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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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J-057 2006/12 社会保障制度下合理的财源筹集方法

橘木俊诏（RIETI，京都大学）

冈本章（冈山大学）

川出真清（新潟大学）

畑农锐矢（明治大学）

宫里尚三（日本大学）

岛俊彦（东京大学）

石原章史（伦敦经济学院）

I-其他

06-J-056 2006/12 低出生率、老龄化与国民负担率 冈本章（冈山大学） I-其他

06-J-055 2006/10
地区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分析

──“小范围”网络化的关西医疗和九州半导体产业网络

坂田一郎（RIETI，METI）
梶川裕矢（东京大学）

武田善行（东京大学）

柴田尚树（东京大学）

桥本正洋（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

开发机构）

松本克守（东京大学综合研究机构）

II-其他

06-J-054 2006/9
夫妻关系满足度与工作生活平衡∶

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不可或缺的视点
山口一男（RIETI，芝加哥大学） I-其他

06-J-053 2006/8
关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反倾销措施适用的规则

──针对通过横向比较引进规则的条件的考察
川岛富士雄（名古屋大学） III-3

06-J-052 2006/8 地区经济整合与竞争政策及反垄断法 濑领真悟（同志社大学） III-3

06-J-051 2006/7 大规模零售店的市场参与、退出与城市中心街区的再生
松浦寿幸（RIETI）
元桥一之（RIETI，东京大学）

B-其他

06-J-050 2006/7 关于东亚地区产品结构模块化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桑原哲（RIETI） III-10

06-J-049 2006/6
地区因素对制造业开工率的影响∶高科技行业和低科技行业的

比较分析
冈室博之（一桥大学） II-其他

06-J-048 2006/6 组织资本的定量评估
宫川努（学习院大学)
金荣愨（一桥大学）

II-2

06-J-047 2006/6 创业期的资金筹措和创业者的人力资本 本庄裕司（中央大学） II-其他

06-J-046 2006/6 建立引进垄断性竞争的跨地区CGE模型
久武昌人（RIETI）
山崎清（价值综合研究所）

A-其他

06-J-045 2006/6 关于地区重建基金和地方金融机构的关系 松尾顺介（桃山学院大学） A-其他

06-J-044 2006/6
如何看待急速增加的M&A∶
历史性发展和经济作用

宫岛英昭（RIETI，早稻田大学） A-6

06-J-043 2006/5
探索半导体生产体系竞争力弱化的主要原因∶

从高度磨合力的视点出发
中马宏之（RIETI，一桥大学） II-8

06-J-042 2006/5
地区贸易协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处理

──以相互承认的制度为中心
内记香子（大阪大学） III-3

06-J-041 2006/9 冲绳县企业的相对高利率──与全国相比的定量分析 安孙子勇一（近畿大学） A-其他

06-J-040 2006/5 模块产品间的整合是否可行──分析计算机数控的出现过程

柴田友厚（香川大学）

儿玉文雄（RIETI，东京大学，

芝浦工业大学）

II-其他

06-J-039 2006/4 以收购基金为主导的企业更生对更生债务偿还率产生影响的测定 丸山宏（横滨国立大学） A-其他

06-J-038 2006/4 人造产品的复杂化和产品架构

奥野正宽（RIETI，东京大学）

泷泽弘和（RIETI）
渡边泰典（东京大学）

II-7



06-J-037 2006/4
银行风险曝光与企业和银行间的放弃债权谈判

──通过事例研究进行验证

秋吉史夫（东京大学）

广濑纯夫（信州大学）
A-其他

06-J-036 2006/4 护理对老年人决定就业或离职所产生的影响

樋口美雄（RIETI，庆应义塾大学）

黑泽昌子（RIETI，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酒井正（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

研究所）

佐藤一磨（庆应义塾大学）

武石惠美子（日生基础研究所）

I-其他

06-J-035 2006/4 股东主权与职员主权──从日本上市企业看到的矛盾困境 田中一弘（RIETI，一桥大学） A-其他

06-J-034 2006/4 并购的经济分析∶并购为什么增加
蚁川靖浩（RIETI，早稻田大学）

宫岛英昭（RIETI，早稻田大学）
A-6

06-J-033 2006/4
修订养老金制度对男性老龄人口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

影响的分析

樋口美雄（RIETI，庆应义塾大学）

黑泽昌子（RIETI，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石井加代子（庆应义塾大学）

松浦寿幸（RIETI）

I-其他

06-J-032 2006/4 关于保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今后财政运作方式的模拟分析 土居丈朗（RIETI，庆应义塾大学） I-其他

06-J-031 2006/4 “小国”马来西亚的经济技术官僚的变迁和特征 鸟居高（RIETI，明治大学） III-其他

06-J-030 2006/4 从跨国经营论看日本企业的课题 浅川和宏（RIETI，庆应义塾大学） II-3

06-J-029 2006/4
金本位制下制度的作用和对物价的波及过程

19世纪通货紧缩的日美比较分析

竹森俊平（RIETI，庆应义塾大学）

柳德米拉·萨夫琴科（庆应义塾大学）
I-其他

06-J-028 2006/4 关于人民币改革的分析 伊藤隆敏（RIETI，东京大学） III-5

06-J-027 2006/4 新参与企业的生产率和资金筹集
宫川努（RIETI，学习院大学）

川上淳之（学习院大学）
II-2

06-J-026 2006/4 投资协议中的“透明度”──定位与对策 小寺彰（RIETI，东京大学） III-8

06-J-025 2006/4
对“领跑者方式”下节能法家用电器效率标准管制的成本效益

分析与定量性政策评估
戒能一成（RIETI） B-2

07-E-020 2007/3
Male-Female Wage and Productivity Diff erentials: A Structural 
Approach Using Japanese Firm-Level Panel Data

Hirokatsu ASANO (Asia Univ.)
Daiji  KAWAGUCHI (RIETI/Hitotsub-
ashi Univ.)

A-2

07-E-019 2007/3 Information Sharing in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iroyuki CHUMA (RIETI/Hitotsubashi 
Univ.)
Shuzo FUJIMURA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shiji KAWAGOE (Future Univ. - Hako-
date)
Taisuke MATSUBAE (Waseda Univ.)
Masahiro OKUNO (FUJIWARA) (RI-
ETI/Tokyo Univ.)
Hirokazu TAKIZAWA (RIETI)
Yasunori WATANABE (Tokyo Univ.)
Izumi YOKOYAMA (Hitotsubashi 
Univ.)

A-5

07-E-018 2007/3
An Analysis of th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Shujiro URATA (RIETI/Waseda Univ.)
John SASUYA  (Waseda Univ.)

III-6

07-E-017 2007/3
On the Comparison of Safeguard Mechanism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kira KOTERA (RIETI/Tokyo Univ.) 
Tomofumi KITAMURA (Tokyo Univ.)

III-8

07-E-016 2007/3
Market Access in FTAs: Assessment Based on Rules of Origin 
and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kyo CHEONG  (Inha Univ.)
Jungran CHO  (Inha Univ.)

I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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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E-015 2007/3 Service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Ryo OCHIAI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
Philippa DEE (The Australian Nation-
al Univ.)
Christopher FINDLAY  (The Univ. of 
Adelaide)

III-6

07-E-014 2007/3
Bank Distress and Productivity of Borrowing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

Fumio AKIYOSHI (Tokyo Univ.)
Keiichiro KOBAYASHI (RIETI)

I-2

07-E-013 2007/3 Collateral Constraint and News-Driven Cycles
Keiichiro KOBAYASHI (RIETI) 
Tomoyuki  NAKAJIMA (Kyoto Univ.)
Masaru INABA (Tokyo Univ.)

I-2

07-E-012 2007/3
How Would China's Exports be Aff ected by a Unilateral 
Appreciation of the RMB and a Joint Appreciation of 
Countries Supplying Intermediate Imports?

Mizanur RAHMAN  (RIETI/GRIP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III-4

07-E-011 2007/3
Illegal Extractions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Costly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Naoto JINJI (RIETI/Okayama Univ.) III-9

07-E-010 2007/3
What Determines Overseas R&D Activities? The Case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Satoshi SHIMIZUTANI (RIETI/Hitotsu-
bashi Univ.)
Yasuyuki TODO (Aoyama Gakuin 
Univ.)

II-2

07-E-009 2007/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Takahito KANAMORI (Tokyo Univ.)
Kazuyuki MOTOHASHI (RIETI/Tokyo 
Univ.)

I-3

07-E-008 2007/3
Overseas R&D Activities and Home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Yasuyuki TODO (Aoyama Gakuin 
Univ.)
Satoshi  SHIMIZUTANI (RIETI/Hitot-
subashi Univ.)

II-2

07-E-007 2007/3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DI?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Hidemi KIMURA (RIETI) 
Yasuyuki TODO (Aoyama Gakuin 
Univ.)

III-2

07-E-006 2007/3
The Eff ects of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on Domestic Perfor-
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Alexander HIJZEN  (Univ. of Notting-
ham)
Tomohiko INUI (Nihon Univ.)
Yasuyuki TODO (Aoyama Gakuin 
Univ.)

II-2

07-E-005 2007/3 Does Off  shoring Pa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

Alexander HIJZEN  (Univ. of Notting-
ham)
Tomohiko INUI (Nihon Univ.)
Yasuyuki TODO (Aoyama Gakuin 
Univ.)

II-2

07-E-004 2007/2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Mode of Overseas R&D by 
Multinationals: Empirical Evidence

Banri ITO (Keio Univ.)
Ryuhei WAKASUGI (RIETI/Keio Univ.)

III-1



07-E-003 2007/1
Estimation Procedures and TFP Analysis of the JIP Database 
2006 Provisional Version

Kyoji FUKAO (RIETI/Hitotsubashi 
Univ.)
Sumio HAMAGATA (Hitotsubashi 
Univ.)
Tomohiko INUI (Nihon Univ.)
Keiko ITO (Senshu Univ.)
Hyeog Ug KWON (Nihon Univ.)
Tatsuji MAKINO (Hitotsubashi Univ.)
Tsutomu MIYAGAWA (RIETI/Gakush-
uin Univ.)
Yasuo NAKANISHI (Senshu Univ.)
Joji TOKUI (Shinshu Univ.)

II-2

07-E-002 2007/1
Progress toward a Common Currency Basket System 
in East Asia

Eiji OGAWA (RIETI/Hitotsubashi 
Univ.)
Junko SHIMIZU (Meikai Univ.)

III-5

07-E-001 2007/1
Determinants of the Profi tabilit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Affi  liates i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Does Localization of 
Procurement, Sales, and Management Matter?

Keiko ITO (Senshu Univ.)
Kyoji FUKAO (RIETI/Hitotsubashi 
Univ.)

II-2

06-E-036 2006/12 An Optimal Rate of the National Burden in an Aging Japan Akira OKAMOTO (Okayama Univ.) I-其他

06-E-035 2006/9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ponse Behavior: An experience from 
a Pilot Survey of the Health and Living Status of the 50s and 
beyond in Japan

Hidehiko ICHIMURA (RIETI/Tokyo 
Univ.)
Daiji KAWAGUCHI (Hitotsubashi 
Univ.)
Satoshi SHIMIZUTANI (RIETI/Hitotsu-
bashi Univ.)

I-5

06-E-034 2006/8
Consolid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Shinkin) in Japan: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Kaoru HOSONO (Gakushuin Univ.)
Koji SAKAI (Hitotsubashi Univ.)
Kotaro TSURU (RIETI)

A-3

06-E-033  2006/8 The Shadow of Death: Pre-Exit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Japan

Kozo KIYOTA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
Miho TAKIZAWA (Hitotsubashi 
Univ./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
tion of Science)

II-2

06-E-032 2006/7
Centraliz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Rights? 
Impact on IT Performance of Firms

Takahito KANAMORI (RIETI/Tokyo 
Univ.)
Kazuyuki MOTOHASHI (RIETI/Tokyo 
Univ.)

I-3

06-E-031 2006/6 Loan Offi  cers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Hirofumi UCHIDA (Wakayama Univ.)
Gregory F. UDELL (Indiana Univ.)
Nobuyoshi YAMORI (Nagoya Univ.)

A-其他

06-E-030 2006/6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Bargaining Power Hirofumi UCHIDA (Wakayama Univ.) A-其他

06-E-029 2006/6 Bank Size and Lending Relationships in Japan
Hirofumi UCHIDA (Wakayama Univ.)
Gregory F. UDELL (Indiana Univ.)
Wako WATANABE (Tohoku Univ.)

A-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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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028 2006/6
Adopting a Common Currency Basket Arrangement into the 
'ASEAN Plus Three'

Eiji OGAWA (RIETI/Hitotsubashi 
Univ.)
Kentaro KAWASAKI (Toyo Univ.)

III-5

06-E-027 2006/6
An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Economic Eff ects of B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Kozo KIYOTA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

III-6

06-E-026 2006/4 Are Trade Creditors Relationship Lenders?
Hirofumi UCHIDA (Wakayama Univ.)
Gregory F. UDELL (Indiana Univ.)
Wako WATANABE (Tohoku Univ.)

A-其他

06-E-025 2006/4 SME Financing and the Choice of Lending Technology
Hirofumi UCHIDA (Wakayama Univ.)
Gregory F. UDELL (Indiana Univ.)
Nobuyoshi YAMORI (Nagoya Univ.)

A-其他

06-E-024 2006/4
Chinese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the Optimal Basket 
Weights for the Rest of East Asia

Etsuro SHIOJI (Hitotsubashi Univ.) III-5

06-E-023 2006/4
New Evidences on What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Represent

Carlos Henrique CORSEUIL (Univ. 
College London/IPEA)
Hidehiko ICHIMURA (RIETI/Tokyo 
Univ.)

B-其他

06-E-022 2006/4
A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ransmission Charge Reform 
in Japan'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Shu-ichi AKIYAMA (Kushiro Public 
Univ.)
Nobuhiro HOSOE (GRIPS)

B-1

06-E-021 2006/4
Licensing or Not Licensing?: Empirical Analysis on Strategic 
Use of Patent in Japanese Firms

Kazuyuki MOTOHASHI (RIETI/Tokyo 
Univ.)

I-3

06-E-020 2006/4
On Determinants of the Yen Weight in the Implicit Basket 
System in East Asia

Takatoshi ITO (RIETI/Tokyo Univ.)
Keisuke ORII (Keiai Univ.)

III-5

06-E-019 2006/4
The Chinese Yuan after 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System 
Reform

Eiji OGAWA (RIETI/Hitotsubashi 
Univ.)
Michiru SAKANE (Hitotsubashi Univ.)

III-5

06-E-018 2006/4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Infl ation in Post-Crisis Asian 
Economies: VAR Analysis of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akatoshi ITO (RIETI/Tokyo Univ.)
Kiyotaka SATO (Yokohama National 
Univ.)

I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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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编辑成书，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信息提供方面，而且在资料积累方面为社会做贡献。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index.html）

与研究领域Ⅰ相关 关于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形势下保持经济活力的综合性研究

与研究领域Ⅱ相关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宣传活动① 出版物

重建资产负债表的
经济学
2001年6月
深尾光洋、寺泽达也、

小林庆一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0日元/266页

医疗改革
2002年2月
川渕孝一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400日元/322页

日本的财政改革
2004年12月
青木昌彦、鹤光太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800日元/612页

现代女性的工作、
结婚、生育
2005年10月
橘木俊诏 编著 
Minerva书房

3500日元/279页

劳动市场设计的经济
分析
2005年12月
樋口美雄、儿玉俊洋、

阿部正浩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600日元/432页

模块化
2002年3月
青木昌彦、安藤晴彦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800日元/334页

宽带时代的制度设计
2002年4月
林紘一郎、池田信夫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500日元/259页

日本企业
在变革期的选择
2002年9月
伊藤秀史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600日元/369页

知识国家论序说
2003年3月
野中郁次郎、泉田裕彦、

永田晃也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800日元/319页

产学合作
2003年4月
原山优子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500日元/246页

在竞争中制胜的大学
2005年2月
泽昭裕、寺泽达也、

井上悟志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200日元/312页

IT创新的实证分析
2005年3月
元桥一之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日元/208页

中国制造业的
构造分析
2005年5月
藤本隆宏、新宅纯二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200日元/353页

日本的创新体系
2006年3月
后藤晃、儿玉俊洋 编著

东京大学出版会

5200日元/327页

企业一生的经济学
2006年12月
橘木俊诏、安田武彦 编著 
Nakanishiya出版社

3200日元/259页



与研究领域Ⅲ相关 关于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关系紧密化

与日本国际战略的研究
相关研究领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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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人而写的
中国经济再入门
2002年10月
关志雄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1600日元/280页

金融大爆炸的
政治经济学
2003年2月
户矢哲朗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日元/400页

民意民力
2003年5月
泽昭裕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00日元/259页

综合性地方自治改革
2003年3月
村松岐夫、稻继裕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日元/339页

企业福利的制度改革
2003年9月
橘木俊诏、金子能宏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600日元/244页

对地球温暖化问题的
重新验证
2004年2月
泽昭裕、关总一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日元/328页

电力自由化的经济学
2004年8月
八田达夫、田中诚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400日元/367页

对日本平成年间搁置
泡沫经济问题的研究
2005年3月
村松岐夫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200日元/346页

政策评估微观模式
2006年3月
金本良嗣、莲池胜人、

藤原彻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000日元/303页

回归都市的经济学
2006年6月
八田达夫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社 
3800日元/210页

日中关系的转机
2001年8月
宗像直子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200日元/220页

Transforming 
East Asia
2006年9月
宗像直子 著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4.95／258页

处于转换期的WTO
2003年3月
小寺彰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3600日元/274页

重视国民与消费者的
农政改革
2004年8月
山下一仁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4400日元/368页

WTO体制下的
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2004年7月
荒木一郎、川濑刚志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3800日元/262页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

争论
关志雄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2600日元/247页

世贸组织解决争端
程序中的执行制度
2005年11月
川濑刚志、荒木一郎 编著  
三省堂

4500日元/483页

超越国境的市民网络
2003年3月
目加田说子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日元/229页



RIETI政策研讨会

激增的FTA的意义与课题──FTA质的评估与量的效果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7032201/info.html

时间 2007年3月22日、23日
会场 东京全日空饭店 B1F银河厅

概要
在为期两天的政策研讨会上，以FTA的性质、FTA和EPA的量化效
果为关注焦点，发表了对日本以及东亚、欧洲、美国等各地区的
FTA和EPA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在嘉宾讨论部分，就建立全地区
FTA的预测以及建立FTA的障碍和克服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认真检验了地区内的生产和贸易的实际情况，得出了下述结论∶
应建立能够应对商务障碍的FTA ；虽然建立全地区的FTA有一定
难度，但即使受到WTO谈判进展和政治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应
逐渐推进FTA ；为此，将面临诸多课题，今后仍需要继续讨论。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第一部分 对FTA条文进行质的评估

　　第一分会∶产品贸易∶原产地规则

　　第二分会∶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

　　第三分会∶服务贸易

　　第四分会∶直接投资

　　第五分会 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第二部分 FTA的效果

　　第一分会∶对贸易的影响

　　第二分会∶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分会∶特别优惠措施的利用度

　　第四分会∶FTA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第三部分 嘉宾讨论

 构筑理想的FTA政策∶质的评估与量的效果分析的含义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按上场顺序）

若杉隆平（RIETI研究主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经济系），横滨国
立大学名誉教授）

浦田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教授）

郑仁教（仁荷大学经济系教授、FTA调查中心部长）

赵贞兰（仁荷大学FTA调查中心研究员）

Antoni ESTEVADEORDAL（Principal Advisor,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Programs Departmen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大贺圭治（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生物资源科学研究科教授）
Robert SCOLLAY（Director, APEC Study Centre,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Christopher FINDLAY（Head and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木村福成（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Myrna AUSTRIA（Ful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e La Salle University）
小寺彰（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小林献一（RIETI CF，METI通商政策局通商机构部参事官助理）

阿部一知（东京电机大学工学系教授）

板仓健（名古屋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讲师）

高桥克秀（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副教授）

冈山英弘（东京商工会议所国际部副部长）

安藤光代（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专职讲师）

Jeffrey J .  SCHOTT（Senior Fel low,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中富道隆（METI大臣官房审议官（负责通商政策局）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跨国经营与全球化创新──液晶产业的革新战略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7031401/info.html

时间 2007年3月14日
地点 皇宫饭店 黄金会议厅

概要 在此次政策研讨会上，以液晶产业为例，从不同观点，对不只依
靠本国或本公司的优势立足，而是在世界规模战略性地充分利
用知识和信息，建立全球优势的“跨国经营”进行了讨论。特别是
在嘉宾讨论部分有人指出，与韩国、台湾企业相比，日本企业从
跨国经营的角度存在问题 ；同时政府援助不应歧视他国企业，而
应促进与最佳伙伴企业的合作。

会议日程

　开幕辞

　基调讲演 “液晶屏幕产业的跨国经营”

　整理论点与提出问题

　第一部分∶演示讲演

　 东亚地区液晶屏幕产业的创新

　第二部分∶嘉宾讨论

　 跨国经营与日本企业的课题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按上场顺序）

长冈贞男（RIETI研究主任，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Thomas MURTHA（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商学院教授，明尼
苏达大学卡尔逊经营学院教授）

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高级
研究员，一桥大学商学系客座教授）
田村喜男（屏幕调查公司高级副总经理、日本地区总经理）

中田行彦（立命馆亚太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Jaeyong SONG（首尔国立大学研究生院商学院副教授）
王淑珍（北九州市立大学国际环境工学系特任教授，半导体设计
技术研究所主任）
松本阳一（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政策媒体研究科，独立行政法
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技术信息部门创新经营研究室）
许斐义信（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福田秀敬（e Conservo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CEO，原METI信息
通讯机械课长）
小野里充（东京电子有限公司常务执行董事 FPD部门经理兼FPD
事业部部长）
矢作恒雄（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三菱基金教
授兼医学研究科委员）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宣传活动② 研讨会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日中经济研讨会2006“深化相互依存，推动日中共生”
http∶//www.jcec.jp/2006/chinese/gaiyo.html

时间 2006年11月16日、17日
会场 大阪国际会议场

概要 本次研讨会由RIETI和其他几个机构共同主办。在第一天全体会议
上，RIETI所长、CRO吉富胜以“日本经济的教训∶汇率政策与收入
差距──对中国来说的反面教材与正面（?）教材”为题发表了讲
演，在概括考察了现在的中国经济（1994年—2006年）与高速增长
时期（1950年—73年）的日本经济的相似和不同之后，针对中国经
济所面临的汇率政策和收入差距这二个大问题，在回顾日本经验
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经济运营上应注意的问题。

会议日程

　开幕辞

　专题讨论会∶“深化相互依存，推动日中共生” 

　经济产业研究所研讨会∶“日本经济的教训──泡沫、外汇、结构改革”

　分组讨论会

　闭幕辞 “重新构建中日关系”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按上场顺序）

秋山喜久（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日中经济研讨会组委会委员长）

町田胜彦（夏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堀场厚（堀场制作所董事长兼总经理）

南部靖之（保圣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集团代表）

周厚健（海信集团董事长）

张房有（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绵绵（海尔集团总裁）

邵公全（万友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渡边修（JETRO理事长）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高原一郎（RIETI副所长）

夏德仁（大连市长）

平井克彦（东丽股份有限公司顾问）
VICTOR L.L. CHU（Chairman of First Eastern Investment 
Group）
千本倖夫（eAccess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船桥洋一（朝日新闻编辑委员）

顾家栋（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川好（作家，秋田公立美术工艺短期大学校长，新日中友好21
世纪委员会委员）

METI-RIETI-NEDO共同主办 特别演讲会暨研讨会

产学官协作推进研究开发的创新——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例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6091301/info.html

时间 2006年9月13日
会场 东海大学校友会馆 阿苏会议厅

概要 本次特别讲演会暨研讨会，以METI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LANL）就“产学官协作推进研究开发的创新”谋求合作达成协
议为背景，由包括METI和RIETI在内的几个机构共同主办。担任
主旨讲演的LANL沃莱斯副所长，就LANL与产业界的合作及日
美两国间的合作前景，根据具体事例进行了讲演。包括RIETI所
长、CRO吉富胜在内的日本研究人员代表参加了嘉宾讨论，提出
把握今后技术开发创新关键的是基础性科学与不同产业和不同
领域知识的“新组合”、人才培养、研究管理质量的提高等课题。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经济产业省大臣致辞”
　基调讲演 “Partnering for Scientifi c Innovation”

　嘉宾讨论∶产学官协作推进研究开发的创新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按上场顺序）

安藤晴彦（METI资源能源厅新能源对策课课长）

二阶俊博（经济产业大臣）

Terry WALLACE（美国洛斯阿莫拉斯国家实验室副主任（科学、
技术、工程部门综合负责人）） 
桥本和仁（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
横山浩(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纳米技术研究部
部长） 
富田孝司（夏普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太阳能系统事业本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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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政策研讨会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源泉与日本的潜在增长率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06072501/info.html

时间 2006年7月25日
会场 新生银行礼堂

概要 作为日本经济宏观政策的课题，从以往的避免通货紧缩路线，正
在向立足于解消供求差距而重视供给一方的政策转变。在这一
背景下，此次研讨会把今后面临严峻的人口减少问题的日本经
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定位于提高TFP（全要素生产率），针对促进
提高TFP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讨论。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研究报告

“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源泉与潜在增长率”

“欧盟的全要素生产率能追赶上美国吗?”
“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

“韩国、台湾、中国的追赶与潜在增长率”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按上场顺序）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乾友彦（日本大学经济系教授）

宫川努（原RIETI FF，学习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深尾京司（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Marcel P. TIMMER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Dale W.  JORGENSON (Samuel  W.  Morr is  Univers 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元桥一之（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教授）

长冈贞男（一桥大学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吉川洋（RIETI研究主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森川正之（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结构课课长）

不破久温（东芝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执行董事、经营企划部部长、
创新推进本部 i cube项目推进室主任）

及川耕造（RIETI理事长）

OECD东京政策论坛

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作用
http∶//www.iist.or.jp/info/oecd-2006/index-e.html

时间 2006年7月21日
会场 国连大学 吴丹国际会议厅

概要 本次论坛上，新上任的OECD秘书长安格尔·古瑞亚就“发达国
家在全球化经济中应发挥的作用”发表了基调讲演，同时，作为
日本的提案，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以“超越人口减少的逆境，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为题进行了基调讲演。之后，
由包括RIETI所长、CRO吉富胜在内的有识之士、产业界代表围绕

“向实现新增长挑战”这一题目座谈讨论了国家和企业应发挥的
作用。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经济产业省大臣致辞”

　基调讲演 “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作用”

　嘉宾讨论∶“向实现新增长挑战”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按上场顺序）

二阶俊博（经济产业省大臣）

Angel GURRIA（OECD事务局局长）

新宅纯二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北畑隆生（METI事务次官）

吉富胜（RIETI所长、CRO）

矢岛英敏（岛津制作所董事长）

根津利三郎（富士通总研专务董事）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举办的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2001年到2007年3月的六年间共举办了439次，其中2006年度举办了54次。BBL研
习会邀请国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发表演讲，跨越产学官之间的界限，针对各种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bbl/index.html）

※讲师等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2007/3/27 Intellectual Property after Gowers 演讲者∶Ron MARCHANT (Chief Executive, UK Patent Offi  ce)

2007/3/19 中国的银行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化的下一步课题 演讲者∶冈崎久实子（蓝德研究所亚太政策中心国际客座研究员）

2007/3/9 “知识结构化”学术俯瞰图 演讲者∶松岛克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教授）

2007/2/28 PFI的现状与评价 演讲者∶井熊 均（日本综合研究所执行董事、创发战略中心主任）

2007/2/22 围绕M＆A法制的最新动向 演讲者∶野村修也（中央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

2007/2/14 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与扩大对日资企业的影响
演讲者∶ 堀口英男（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系客座教授，JETRO企划部事业推进

主任（负责欧洲、俄罗斯））

2007/2/6 关于日本水产业的根本性结构改革 演讲者∶小松正之（独立行政法人水产综合研究中心理事（负责开发调查））

2007/2/1 中小创投企业的技术革新与东亚全球化经营（从“物品”与“服务”
的视点看新的企业发展方向）

演讲者∶ 三本松进（RIETI CF，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高级研
究员，一桥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演讲者∶泷泽豪（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人才参事官室参事官助理）
评论员∶浅川和宏（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

2007/1/25 Open Standards, Open Source and Open Innovation: 
Harnessing the Benefi ts of Openness

演讲者∶ Elliot E. MAXWELL (Fellow, the Communications Progra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the e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of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7/1/22 日本外交展望
演讲者∶ 田中均（财团法人日本国际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东京大学公共政策

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2007/1/19 为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社会 演讲者∶大泽真知子（日本女子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现代社会专业教授）

2007/1/17 北朝鲜的核武问题 演讲者∶武贞秀士（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馆长）

2006/12/15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 How to Make 
Regionalism Less Damaging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演讲者∶ Richard BALDWI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2006/12/12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历史与展望
演讲者∶ 宗像直子（METI制造产业局纤维课课长、原RIETI SF、原布鲁金斯研

究所客座研究员）

2006/12/4 日本人今后的资产形成 演讲者∶松本大（Monex证券公司总经理CEO）

2006/11/28 日产汽车的市场营销改革 演讲者∶星野朝子（日产汽车执行董事市场信息室负责人）

2006/11/9 DDA Negotiations－Where Are We Now and 
What Are Other Developments in Trade Remedies Area

演讲者∶  Jan WOZNOWSKI (Director, Rules Divis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评论员∶ Naoshi HIROSE (Director, Rules/Director, WTO Complianc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Department, 
Trade Policy Bureau, METI)

2006/11/2 通过使日本强盛的产官学合作来推进新产业的创出 演讲者∶山崎正宏（日本ZEON股份有限公司专务）

2006/10/30 工作生活平衡与管理干部的作用∶从制度到运用 演讲者∶佐藤博树（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2006/10/27 欧姆龙的技术经营──全球R&D协创 演讲者∶北尾善一（欧姆龙株式会社经营企划室知识产权部企划组组长）

2006/10/13 日本的不平等 演讲者∶大竹文雄（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2006/10/2 IMF的世界经济展望 演讲者∶有吉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太平洋地区事务所所长）

2006/9/25 急于金融紧缩将导致2007年经济增长减速 演讲者∶松冈干裕（德国证券株式会社经济调查部部长、首席经济师）

2006/9/15 夫妻关系满足程度与工作生活平衡∶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不可或缺的
视点

演讲者∶山口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6/9/12 市场与经济发展∶为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演讲者∶泽田康幸（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2006/9/7 行政经营分析──根据大阪市的事例
演讲者∶上山信一（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演讲者∶井下泰具（大阪市市政改革室改革推进部事业评估课课长）

2006/9/5
VINNOVA and its Role in the Swedish 
Innovation System: Accomplishments since 
the Start in 2002 and Ambitions Forward

演讲者∶   Per ERIKSSON (Director General, VINNOVA (The Swedish 
Governm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评论员∶Akira KAWAMOTO (Director of Research, RIETI)

2006/8/10 悄然到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来自英国的验证
演讲者∶   小松启一郎（JETRO驻伦敦高级研究员、KOMATSU调查与咨询公

司总经理（英国））
评论员∶   入江一友（JETRO企划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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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26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e Directors

演讲者∶ Roger W. RABER (President & CE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

2006/7/19 Reg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s 
Finance and Trade

演讲者∶ Saori N. KATADA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6/7/13 Korea's FTA policy: Focusing on the Japan-Korea FTA 
and US-Korea FTA

演讲者∶ Se-Young AHN (Professor, De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gang University)

2006/7/10 AEON公司运用IT进行业务改革
演讲者∶县厚伸（AEON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执行董事负责IT部门） 
评论员∶滨边哲也（METI商务流通G流通与物流政策室主任）

2006/7/7 企业再生探讨与今后的课题

演讲者∶ 安东泰志（Phoenix Capital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顾问、Horizon 
Holdings公司总经理） 

评论员∶ 石井芳明（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新事业支援部资
金支援课课长代理、原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组织课课长助理、
原RIETI CF）

2006/7/6 Foreign Investment Protec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演讲者∶ Daniel M. PRICE (Partner, Sidley Austin LLP)
演讲者∶ Andrew W. SHOYER (Partner, Sidley Austin LLP)
评论员∶ Akira KOTERA (RIETI FF/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2006/6/29 2006年通商白皮书 努力实现“持续增长”──发挥全球化作用，
提高生产率，实现“投资立国”

演讲者∶白石重明（METI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主任）

2006/6/23 经济产业省的研究开发战略与“技术战略指南”的活用 演讲者∶安永裕幸（METI产业技术环境局研究开发课课长）

2006/6/22 China Risk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演讲者∶Harry HARDING(Director of Research & Analysis, Eurasia Group)

2006/6/13 集约型产业发展──以中国温州和重庆为例 演讲者∶大冢启二郎（国际开发高等教育机构主任研究员）

2006/6/9 Curre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Agency Governance
演讲者∶ Jane E. FOUNTAIN (Director of National Center for Digital 

Government a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2006/5/31 中小企业的IT运用战略和IT服务商 演讲者∶松岛茂（法政大学经营学系教授）

2006/5/24 资源通货膨胀与日本的对策 演讲者∶柴田明夫（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6/5/23 The Structure of Intra-Group Ties: Innovation in 
Taiwanese Business Groups

演讲者∶ Ishtiaq MAHMOOD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usiness School)

2006/5/15 2006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站在“时代的转折点”的中小企业
──与海外经济关系的深化以及国内人口的减少

演讲者∶花木出（METI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主任）

2006/5/12 Global Developments i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演讲者∶ George MOLENKAMP (Chairman, KPMG Global Sustainability 
Services)

2006/5/11 由日用品化导致获取价值的失败∶以数码家电为例
演讲者∶延冈健太郎（原RIETI FF、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评论员∶横尾英博（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通讯机械课课长）

2006/5/8 Are High Oil Prices Here to Stay? 演讲者∶ Leo P. DROLLAS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hief Economist, 
CGES (Centre for Global Energy Studies))

2006/4/28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今后的财政运营∶验证Weinstein论文 演讲者∶ 土居丈朗（原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2006/4/21 从奥林匹克仲裁看国际体育界的现实 演讲者∶ 小寺彰（原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2006/4/18 关于“新日本方式（Japanesque*Modern）”协议会的活动概要
演讲者∶ 樫叶浩嗣(“新日本方式”协议会事务局局长）
评论员∶芳川恒志（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服务政策课课长）

2006/4/14 关于地方分权下的官（中央与地方）民分工合作
演讲者∶ 赤井伸郎（RIETI FF、兵库县立大学经营学系副教授）
评论员∶片山启（原内阁府地方分权改革推进会议事务局企划调查官）

2006/4/12 The Nordic Countries Leaders in the New Economy?
ICT,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演讲者∶ Thomas ANDERSSON (President, Joenkoeping University)

2006/4/10 从华盛顿看日美关系 演讲者∶ 多田幸雄（CEPEX理事长）

2006/4/7 为什么需要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既旧又新的指标
演讲者∶諏訪康雄（法政大学研究生院政策科学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能村幸辉（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人才参事官室课长助理）

2006/4/6 新经济增长战略
演讲者∶森川正之（原RIETI CF、METI产业政策局产业结构科课课长）
演讲者∶斋藤圭介（METI产业政策局产产业再生课课长）
评论员∶鹤光太郎（RIETI SF）



　RIETI宣传活动的一个支柱是以日、中、英三种语言运营的网站。目前上述各语种网站的访问量均在稳步上升（参照旁注）。网站公开登载研究

员的研究成果——工作论文（http://www.rieti.go.jp/cn/pubulications/act_dp.html）以及各

研究课题的中间报告，此外，网站还公开了为活跃政策讨论所举办的政策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和

资料（http://www.rieti.go.jp/cn/events/symposium.html），对个别政策集中进行深入挖掘报

道。

　充实了研究员的个人主页和研究会独自的企画内容，提供了大量难以获得的宝贵资料和信

息。2006年度的重点是公开了“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2006年版（JIP数据2006）”（http://www.

rieti.go.jp/cn/database/d05.html），该项目始于两年半前的“产业和企业生产率”研究课题的

部分研究成果，是分析日本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资料。此外，每周更新“亚洲的

最佳汇率制度”研究课题的成果“亚洲货币单

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乖离指标”的测定结果（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

index.html），新设了“企业并购分析最前线”栏目，介绍公司治理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政策讨

论话题（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cgp/index.html）。

　在网站开设的研究员政策提案专栏中，开辟

了“投稿栏”征询读者的意见，完善网上讨论环

境。大力充实英文和中文网站，不仅为国内外

高度关注的话题编辑制作独特的内容，还借助

“RIETI Report”和“电子信息”等电子杂志，分别

用英文和中文向海内外发送日本的政策信息。

访问数累计

2002年1月22日—

2007年3月底（约6年间）

2006年4月—

2007年3月底（2006年度）

日文 2,450,337 560,761

英文 214,454 51,090

中文 230,804 45,941

宣传活动④　网站（http://www.rieti.go.jp/）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06　32  33



B5 20

Research Digest

PAP

A4 50—100

A4 4

A4 20—100

RIETI

A4 20

Research Digest

宣传活动⑤　各种宣传资料



RIETI

RIETI

A4 40

RIETI

RIETI

RIETI

A4 8

BBL

A4 2 1

RIETI HIGHLIGHT
BBL

METI

RIETI

B5  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06　34  35



所长、CRO

吉富 胜 国际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地区一体化、汇率调整
（社会保障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模拟模型的开发）
（解决全球性失衡问题）

研究主任

吉川 洋 日本经济的宏观分析、
宏观经济学的统计物理学研究

＜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增长＞

长冈 贞男 创新、产业组织
＜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若杉 隆平 国际经济的实证分析、创新的经济分析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编纂主任

尾高 煌之助 劳动经济学、日本经济论、现代日本经济史、比较经济发展论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副所长

田边 靖雄 能源政策、环境政策、通商政策 　　　　　　　　　　　　　－

高原 一郎 经济政策 　　　　　　　　　　　　　－

高级研究员

冈田 秀一 政治过程论、国际政治、 行政改革 　　　　　　　　　　　　　－

清川 宽 关于知识产权最近的动向──专利与创新 ＜关于今后“专利政策”的理想方式＞

桑原 哲 东亚经济、国际贸易 ＜关于产品框架的模块化与东亚地区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白石 重明 国际经济、能源、公共政策论等 ＜对在经济全球化竞赛中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国际战略进行调查研究＞

鹤 光太郎
比较制度分析、信息·奖励·合同经济学、基于包括法律和经济
学等的“组织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体系研究分析

＜对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分析∶提高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发展的组织和制度设计＞
＜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

（公司治理分析的前沿∶关于并购和企业统治的经济分析）

宫本 武史
（兼）通商产业
政策史编纂制作
责任人

通商产业政策史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山下  一仁 农业政策 ＜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Willem H.
THORBECKE 金融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解决全球性失衡问题＞

研究员

戒能 一成
制度设计工学、计量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数值解析•模拟分
析、定量政策评估、能源•环境制约问题、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
评价

＜历史能源统计配备的研究＞
（关于电力改革中的市场与网络的经济分析）
（政策评价模拟模型）

木村 秀美 开发援助政策、开发经济、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低生育率问题 ＜开发援助的治理结构＞

小林 庆一郎
内生性经济发展理论、不良债权问题、国债管理与财政重建问
题、政治经济体系的经济学分析等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筑──以金融视点为中心＞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泷泽 弘和
有限的合理性、博奕伦、比较制度分析、制度变化、
单调比较静学、官僚机构 

＜对沟通、协调、协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关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改革过程的调查分析）

中田 大悟
宏观经济学、内生性经济发展论、对社会保障的经济分析
模拟分析、日本的可持续性课税方式年金制度的构建方法、
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

＜社会保障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模拟模型的开发＞

松本 加代　 通商法、投资协定、国际行政学 ＜以法律保护对外投资的方式＞

教职研究员

赤井 伸郎 公共经济学、地方财政
＜关于在地方分权与国际竞争时代，为活跃地方经济而运用基础设施资产的行政财政制
度方式的实证性国际比较制度分析──考察地方机场的行政财政运营制度、治理体制＞

浅川 和宏 全球化与创新理论、全球化R&D理论、多国籍企业论 ＜东亚的地区创新与企业经营＞

市村 英彦 计量经济学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伊藤 隆敏 国际金融论、日本经济论、宏观经济学 ＜关于东亚金融合作与最佳货币汇率篮子的研究＞

岩本 康志 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社会保障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税制改革＞

浦田 秀次郎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FTA研究会＞

大桥 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增长)

小川 英治 国际通货、国际金融 ＜关于东亚金融合作与最佳货币汇率篮子的研究＞

金本 良嗣 都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交通经济学 ＜政策评估模拟模型＞

川口 大司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位、姓名 研究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2006年4月—2007年3月）

研究员 一览表



职位、姓名 研究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2006年4月—2007年3月）

川濑 刚志 国际经济法、贸易政策
＜从法律角度探讨地区经济一体化＞

（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以法律保护对外投资的方式）

小寺 彰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WTO体制的理想方式、投资协定
＜以法律保护对外投资的方式＞

（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后藤 晃 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竞争政策的经济分析 ＜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泽田 康幸 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实地调查
＜开发援助的治理结构＞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清水谷 谕 日本经济的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医疗经济学、老龄化经济学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关于提高生产率的宏观、产业、企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

白石 隆 亚洲的政治、政治史、国际关系 ＜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的改观＞

神事　直人 世界经济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铃木 润 科学技术政策、革新的定量评价、产学合作的实证性分析
＜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田中 辰雄 技术革新、情报通信产业、Contents产业 ＜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田中 诚 产业组织论、监管经济学
＜关于电力改革中的市场与网络的经济分析＞

（政策评估模拟模型）

玉田 俊平太
技术经营（MOT）、科学技术政策、日本专利的科学关联性、
产学官合作等

＜对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发明的研究＞

中马 宏之
劳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熟练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决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因

＜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中技术创新流程的调查与分析＞
（对沟通、协调、协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富浦 英一
国际经济学（研究重点是有关贸易的计量实证分析） 
产业组织论（研究重点是企业、事务所的微观统计分析）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西山 庆彦 计量经济学 ＜关于提高生产率的宏观、产业、企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

延岗 健太郎 新产业评估 ＜利用创新获取价值∶日本企业在信息机械、数码家电方面的竞争力与附加价值创造＞

桥本 恭之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地方财政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税制改革＞

八田 达夫 微观经济理论、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 ＜关于电力改革中的市场与网络的经济分析＞

伴 金美 宏观计量模型分析、一般应用均衡模型分析 ＜引进规模经济性等概念构建东亚大型CGE模型＞

樋口 美雄 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从经济角度分析低生育率对策＞

深尾 京司
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亚洲的贸易和直接投资、创新和全
要素生产率∶根据产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生产率的
国际比较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深尾 光洋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社会保障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模拟模型的开发＞

藤本 隆宏 技术和生产管理 ＜对日本企业设计思想及设计流程的研究＞

松本 和幸 企业行为论、比较经济学 ＜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增长＞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日本经济论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对并购与企业治理的经济分析＞

元桥 一之
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统计、计量经济学、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信息技术的经济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论、投
入产出分析

＜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山内 直人 公共经济学、政策研究、民间非营利部门研究 ＜关于以小政府为前提的官民合作提供高效公共服务的方策研究＞

渡边 努 低货币膨胀下的金融政策、流动性陷阱、外债的货币结构、
财政政策的效果

＜关于金融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会＞

顾问研究员

安藤 元太 经济政策、社会保障 （从经济角度分析低生育率对策）

石井 芳明 中小企业、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创新政策 　　　　　　　　　　　　　－

石川 浩 IT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创新论、产业组织论
（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伊藤 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FTA）、计量经济学
（关于东亚金融合作与最佳货币汇率篮子的研究）
（解决全球性失衡问题）

今川 拓郎 信息通讯的经济分析、产业组织论、城市经济学等 　　　　　　　　　　　　　－

植杉 威一郎
金融政策、金融市场（研究重点是短期金融市场）、宏观经济、
企业金融

＜关于金融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

上野 麻子 通商政策（地区经济一体化） （从法律角度探讨地区经济一体化）

江藤 学 技术转让、技术管理、标准化 （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太田 雄彦 通商政策、国际经济、社会经济政策 （从经济角度分析低生育率对策）

关 志雄 中国经济改革、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日元货币圈 　　　　　　　　　　　　　－

木原 隆司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经济政策论、国际公共财产援助和
援助调整以及纠纷后的支援和国际机关的作用、发展中国家
的制度政策环境和开发援助、东亚的老龄化和金融市场

（开发援助的治理结构）

金城 慎司 计量经济学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

古濑 利博 地区集群政策、地区创新政策 （对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发明的研究）

小林 献一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从法律角度探讨地区经济一体化）
（FTA研究会）

教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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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田 一郎 地域群论、创新政策、税制改革、地方财政 （对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发明的研究）

三本松 进 亚洲经济、企业经营 ＜东亚的地区创新与企业经营＞

住田 孝之 创新机制、知识产权、能源安全
（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对沟通、协调、协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田中 秀明 公共政策和管理、预算和会计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政策 　　　　　　　　　　　　　－

田村 晓彦
国际政治经济、全球治理、国际经济法、EU一体化、东亚一体
化、企业的社会性责任

（从法律角度探讨地区经济一体化）
（以法律保护对外投资的方式）

土井 良治 创新政策、竞争政策 （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西冈 隆 社会保障（年金财政的思考方式、政府年金与个人年金的理想
方式等）

（社会保障研究∶社会保障财政模拟模型的开发）

西水 美惠子 国民总幸福量、世界经济 　　　　　　　　　　　　　－

服部 崇 国际关系、环境、贸易 （环境与贸易、WTO，食品、农业与WTO法）

林 良造 日美关系、经济结构改革 　　　　　　　　　　　　　－

久武 昌人 通商政策论、产业集聚、证券化
＜引进规模经济性等概念构建东亚大型CGE模型＞
（东亚的地区创新与企业经营）

藤井 敏彦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产品相关的环境监管 　　　　　　　　　　　　　－

松永 明 日本经济、国际贸易、经济政策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守山 宏道
政策形成机制、官民合作（即所谓“民间的公共性”、高效率
提供公共服务的方策）、地方分权、财政规则、人才资源经营
（HRM）

＜关于以小政府为前提的官民合作提供高效公共服务的方策研究＞

八木 一夫 日本机场管理相关业务
（关于在地方分权与国际竞争时代，为活跃地方经济而运用基础设施资产的行政财政制度
方式的实证性国际比较制度分析──考察地方机场的行政财政运营制度、治理体制）

八代 尚光 国际贸易、国际宏观经济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山崎 伸彦
国内外政府年金及个人年金制度框架、对年金财政未来的
预测等

　　　　　　　　　　　　　－

客座研究员

山口 一男
定量数据的分析方法论（事件史分析、分类数据分析）、合理及
有意识的社会行为理论

　　　　　　　　　　　　　－

职位、姓名 研究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2006年4月—2007年3月）

顾问研究员



研究主任

（截至2007年3月底）

随着研究所研究领域的扩大、横向研究工作的推进以及国际性活动的日益活跃，为进一步充实完善

所长对研究工作的指导，研究所设置了“研究主任”职位，听取各位主任对对主要专业研究领域的建

设性意见。2006年度研究主任不仅对下述专业领域提出了相关建议，还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为横向新

性研究工作献计献策。

研究主任 专业领域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吉川 洋 宏观经济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长冈 贞男 产业组织，经济政策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若杉 隆平 国际经济学，产业技术经济学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分会

独立行政法人在开展业务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作为中立机关为

确认独立行政法人业务计划的合理性以及工作成绩的透明度，对其工作进行评估。委员会为每个法

人设置了评估委员会分会，针对该法人所从事的业务是否高效合理进行客观评估。

分会会长 小野 俊彦（日新制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分会委员 小笠原 直（太阳ASG监查法人公认会计师）

古城 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截至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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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主任 专业领域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尾高 煌之助 日本经济论，经济发展论，劳动经济学

编纂主任 为从分析和评估的角度编纂20世纪末期的通商产业政策，设置了“编纂主任”职位。

（截至2007年3月底）

（截至2007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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