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度是 RIETI 五年中期目标（2006 年度～ 2010 年度）的第四年。我们在努力深化

以往研究的同时，针对前一年由雷曼冲击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各种影响以及今后的

政策课题展开研究。

　　本年度所内研究员发表的工作论文数与去年基本相同。在数据库构建方面，用于进行国

际性比较的统计数据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发布了大量利用数据库进行的经济增长、生产率、

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加强国际性合作，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研究会。其中，就雷曼冲击以后的经济

危机对策，4 月份召开了以劳动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研讨会，7 月份又集中召开了三次研讨会，

分别从宏观性的观点、国际经济的观点以及对创新的影响的观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12月份，

邀请欧美专家就伴随社会变化的产业政策方式召开研讨会，提出要解决的课题。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工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依次进行第一稿的讨论。

　　本年度进一步加强了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从 2006 年度开始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共同推进的合作研究，经过双方相互发表研究成果，交换意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此外，

与进行企业数据分析的国际学会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Data（CAED）举办了

有关无形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学术研讨会、与 JICA 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有关亚洲制度设计的国

际研讨会、与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了有关中小企业政策问题的研讨会，成果硕硕。

　　在财务、业务方面，着重工作效率的提高，不断充实完善了信息安全的各种体系。大幅

度降低了任意合同比率，强化数据管理。

　　2010 年度，我们在总结归纳以往成果的同时，为迈向下一个目标做好准备。期待大家

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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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及川耕造

　　当前，世界经济整体迅速萎缩的局势有所缓解，开始走向复苏。但是这种小康状态主要

是靠以中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动员财政救市以及采取金融缓和政策的支撑，未来形势依旧严峻。

要战胜世界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要改变支撑着美国巨大经常项目收支赤字

的全球性不均衡结构，各国开展经济社会结构改革也不可或缺。

　　今后，亚洲，包括日本在内，不但要作为“世界制造基地”谋求发展，更要以“世界市场”、“世

界创造基地”的姿态，努力将自身转变并发展成为可与欧美匹敌的成熟经济社会。为此，在

进一步深化现有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同时，还需要在涵盖研究开发、教育以及经济、产业、商

务、文化等的广泛领域内构筑庞大的网络，促进东亚的知识创造和交流。在这个庞大的网络

中，日本要想作为主要枢纽与亚洲共同发展，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吸纳不同类型的人才，

提高作为创新基地的凝聚力。

　　为使日本实现这一目标，RIETI 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作为可同时进行学术研究和政策

研究的机构，RIETI 需要致力于国内外各种课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挥 RIETI 的特色，

依据充实可靠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2009 年度，接续上一年度的研究，所有的研究课题从

不同的角度，开展世界经济危机对策研究，并于 7 月份在三个研究领域分别举办研讨会，归

纳研究成果，就今后的政策方向等展开讨论。

　　此外，努力实现研究的国际化与多样化，RIETI 继续与欧洲 CEP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合作研究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不断在亚洲深化与韩国、

台湾、越南等的研究机构的往来，通过相互举办研讨会等开展研究交流活动。

　　2010 年度将迎来 RIETI 第二期中期计划的最后一年。今后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把

RIETI 打造成知识创造与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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