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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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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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和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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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职的研究员，还委托大学教授兼任教职研究员，并

聘请经济产业省等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作为顾问研究员参与研究。以多种形式聘任研究员是

RIEIT 的一个特征。

　　2010 年度，RIETI 为了迎接第二期中期计划（2006-2010 年度）的最后年度的到来，各研

究课题纷纷结出累累硕果。RIETI 通过举办世界经济危机对策的学术研讨会，发行书籍，网站

等公开信息，灵活机动、通俗易懂地展开成果普及工作。此外，积极进行与外国研究机构的交

流，邀请外籍专家参加研讨会，不断深化扩大国际网络。

　　在新开始的第三期中期计划期间，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研究成果和经

验，同时，争取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业务的结合点，广集智慧，作为政策研究机构，为提

高国际评价而努力。



　　RIETI 是 2001 年成立的日本首家独立行政法人化政策智囊团，肩负着开展具有实效的政

策研究的使命。在进行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的同时，发挥与政策当局相辅相成的作用，基于

论证证据提出政策建议，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随着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加剧，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日本经济面临诸如企业国际竞争

激化以及如何融入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等众多难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恢复经济活力，

实现持续性稳定增长，使国民过上更为富裕的生活，必须继续进行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

　　RIETI 针对这些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以往积蓄的能力，继续开展尖端研究，为制定经

济产业政策作出贡献。上一年度，为期五年的第二期中期计划刚刚结束。从本年度起，我们

将开始建立并执行新的中期计划，把世界经济增长纳入视野，开拓新发展领域，创造支撑持

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倾注全部力量，不仅和以经济产业省为首的有关政府机构

进行紧密合作，还要与产业界、学术界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深入研究，为国家、国民作出

更大的贡献。

　　在此，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RIETI 的支持，同时也恳请大家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鞭策

和鼓励。

2011 年 5 月

理事长 中岛厚志

　　今年 4 月，RIETI 进入为期五年的第三期中期计划。在此期间，RIETI 的使命是为促进日

本经济走上发展之路，实现稳定增长的总体方针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研究。为此，必须

以 1）把世界的经济增长纳入视野的视点、2）开拓新增长领域的视点、3）适应社会变化，

创建支撑持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视点，这三个重要视点为依据开展研究。

　　近年来，亚洲新兴国家实现了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世界的发展，第 1）个视点

表明必须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充分发挥日本的科技能力，促进贸易、投资以及商务发

展的重要性。第 2）个视点表明充分发挥日本的优势，开拓以绿色创新、生活创新为代表的

新增长产业的重要性。第 3）个视点表明为实现日本的持续性增长，在经济性、社会性基础

设施方面，克服老龄化、环境、财政等方面的制约，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稳定制度的重要

性。RIETI 将这三个视点放在重要位置，与国内的研究人员、政策设计者以及以亚洲、欧美

为首的外国研究人员紧密合作，就实现日本本世纪的持续性发展开展综合性研究。

　　在 RIETI 迎来第三期中期计划之际，日本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东日本大地震，这是我们始

料不及的。为使日本战胜战后最大的危机，创建新日本，RIETI 将全力以赴，积极应对眼下

的危机，并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推进研究工作。

2011 年 5 月
所长　藤田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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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活动

　　2010年度为第二期中期计划（2006年度～2010年度）的最后一年。依照中期计划设定的四个“基础政策研究领域”与三个“相关政策研究领

域”，活跃研究活动，展开了55个研究课题的研究（请参照P8研究课题一览）。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研究课题数量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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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Ⅱ.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10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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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Ⅳ.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1

相关政策研究领域

A.  金融结构、公司治理的展开等有关企业制度的研究 18

B.  监管改革与政策评估的方式   2

C.  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完善与应用   2

合　　計 55

1） 研究论文

　　在研究论文方面，一年之中发表了200篇工作论文（DP）和政策论文（PDP），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成绩（请参看下图）。DP是以专业性论文的方

式写作的理论性、分析性、实证性研究论文，由于认识到面向全球传播的重要性，2010年的特点是英文DP的数量超过了日文（日文DP75篇，英文

DP87篇）。另一方面，由于PDP以及时地为政策讨论提供建议为目的，日文PDP的数量较多（日文PDP36篇，英文PDP2篇）（请参照P41DP/PDP一
览）。

2） 数据库

　　在研究的基础——数据库方面，在推进进一步完善可进行国际

比较的统计的同时，以数据库为基础，开展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全

球化等相关课题研究。主要的数据库有JIP2010（日本产业生产率数

据库2010年版）、AMU（亚洲货币单位）、JSTAR（生活与健康调查）、

RIETI-TID、长期连续性投入产出数据库、微观数据计量分析课题、海

外直接投资数据库2010等（请参照P40完善RIETI数据研究课题）。

3） 研究合作

　　进一步强化与外部机构的研究合作。RIETI分别于2006年度

和2007年度开始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和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展开合作研究，2010年度，召开研

究会，发表研究成果，进行意见交换，合作研究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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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集   2010 年度的活动情况

CEPR-RIETI Workshop at 
London Business School (2010/07/06)

亚洲货币单位（AMU） 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共同执笔的工作论
文（DP）



2． 宣传活动

1） 研讨会，讲座

　　2010年度正值RIETI成立10周年之际，举办了“10周年纪念讲座”，此外还与政策当局合作，邀请参加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部长级官员

举办研讨会，并与钏路大学、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等共同主办了研讨会。邀请国外研究人员参加，与RIETI的研究人员深化交流，为介绍海外的

最新研究动态，普及RIETI研究成果创造了良好机会，取得了丰硕成果（请参照P59主要研讨会，研究会，讲座一览）。

■RIETI 10周年纪念讲座

　　RIETI成立于2001年4月1日，经历了第一期（2001年度～2005年度）和第二期（2006年度～2010年度），现在迎来了成立10周年。为纪念成立

10周年，RIETI邀请成立以来长期领导研究活动的四位研究人员举办了“RIETI10周年纪念讲座”系列。本系列讲座由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人员

深入考察了日本的问题所在及其对策，并与参会者进行了热烈的意见交换。每次讲座的概要请参照RIETI网站。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tenth-anniversary-seminar/index.html

第1次  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第2次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 第3次 2011年 1月18日（星期二） 第4次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政治家与官僚的责任分担” “雁行布局ver2.0” “全球化与知识时代的空间

经济学”

“日本的教育问题”

八田达夫

RIETI顾问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青木昌彦

RIETI首任所长

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

藤田昌久

RIETI所长

甲南大学教授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特任教授

橘木俊詔
RIETI顾问

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

■BBL研习会（Brown Bag Lunch Seminar）
　　在RIETI，利用午休时间，邀请国内外的有识之士进行讲演，并就各种政策课题，与政策决策人员、学术界、产业界、撰稿人和外交官等展开讨

论。2010年共举办了57次BBL研习会，对通商政策、国际关系、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能源与环境、中小企业与创投企业、产业集群、工作生活平衡、

文化产业等范围广泛的话题进行了超越产学官界限的讨论（请参照P65 BBL研习会列表）。

2010年4月22日
Peter DRYSDAL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经济名誉教

授兼客座研究员）

"APEC: Where to now?"

2010年6月22日
小寺彰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

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国际投资协定的意义与课题”

2010年7月5日
林伴子 （内阁府参事官（负责海外经济））

“亚洲引领经济复苏与希腊财政危机的

蔓延——根据《世界经济潮流2011Ⅰ》”

2010年9月28日
Alejandro JARA （WTO副总干事）

"The WTO: Present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下文中出现的职位以活动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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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物

　　归纳2010年度RIETI的研究成果的出版物包括下述两个系列，共出版书籍10册。年度出版书籍的数量为历年来最多（请参照P54出版物一

览）。

■第2期统筹出版《经济政策分析的新领域 共3卷》

　　值此RIETI第二期最后年度，由分别担任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Ⅰ，Ⅱ，Ⅲ研究指导工作的研究主任和RIETI所长牵头，出版发行了归纳各个基础

政策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出版物《经济政策分析的新领域（共3卷）》。五年来实施的超过110项，该系列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

果以及政策含义做了通俗易懂的介绍。本系列的出版不仅意味着RIETI这五年来的研究成果的积累，还使人们对有理有据地进行政策决策的重

要性有所认识，这也是本系列的重要成果。

第１卷　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经济活力
序　章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吉川洋）

第 I 部

第１章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日本的经验（安藤浩一、宇南山卓、庆田昌之、宫川修子、吉川洋）

第２章　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日美比较（元桥一之）

第３章　新产业中成套设备所有权主体的变化与产品战略和生产率：1900～1911年的日本棉纺

织业（冈崎哲二）

第 II 部

第４章　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财政的可持续性、高效性和公平性（中田大悟、森川正之）

第５章　零利率与物价缓慢下跌（渡边努）

第６章　老年人全面追踪调查数据的重要性（市村英彦）

第７章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小林庆一郎）

第８章　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课题：从国际比较调查得到的启示（武石惠美子）

藤田昌久，吉川洋 编著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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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巻　生产率与创新体系
序　章　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与创新体制：为强化经济增长力（长冈贞男）

第１章　日本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基于JIP数据库的分析（深尾京司）

第２章　基于政府微观统计数据的生产率分析（伊藤惠子、松浦寿幸）

第３章　无形资产的测算及其经济效应——宏观、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分析（宫川努、金荣懿）

第４章　日美两国的创新过程：对日美发明者调查的分析（长冈贞男）

第５章　创新、产业集群以及创业活动

　　　　1. NTBFs形成高科技产业的条件（西泽昭夫）

　　　　2. 关于形成以产品研发型中小企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可能性的实证研究（儿玉俊洋）

　　　　3. 创业选择、创业后的绩效与创业扶持政策（安田武彦）

第６章　设计比较优势假说的流程性基础（藤本隆宏）

第７章　探讨科技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马宏之）

藤田昌久，长冈贞男 编著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Ⅱ．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第３巻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战略
序　章　经济的全球化、亚洲国家经济关系紧密化与日本的国际战略（若杉隆平）

第１章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分析（若杉隆平、戸堂康之）

第２章　日本企业的国外外包——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冨浦英一）

第３章　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八代尚光、伊藤万里）

第４章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经济效应研究（浦田秀次郎、安藤光代）

第５章　全球均衡、东亚货币之间的偏离与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基于AMU的分析等（伊藤隆

敏、小川英治、清水顺子）

第６章　适合于中国的最佳政策组合（Willem THORBECKE）

第７章　政府开发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中的作用（澤田康幸、戸堂康之）

第８章　国际投资协定：现代的意义与问题——兼谈与征税事项的关系（小寺彰）

第９章　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山下一仁）

第10章　作为执行规则机构的WTO——解决争端程序及多边监督的现状（川濑刚志）

藤田 昌久，若杉 隆平 編著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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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商产业政策史 共12卷》开始发行（第4卷，第9卷）

　　RIETI第二期的基础政策研究领域之一是编纂以1980～2000年为中心的20世纪末期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第二期初始阶段在研究所内成立

了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在叙述通商产业政策的立案过程、立案时的产业经济形势、实施政策的过程、实现政策意图的状况、政策实施后

的产业经济形势等客观性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分析和评估，进行政策史的编纂。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预定撰写由总论1卷和按主要政策项目划

分章节的分卷11卷，共12卷系列书籍。2010年发行了第4卷和第9卷。通商产业政策的历史是今后经济产业政策立案的基础，是RIETI建立的重大

资产之一（请参照P29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研究课题）。

书的名字 各卷执笔负责人

第１卷　总论 尾高煌之助（RIETI主编，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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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４卷　商务流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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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６卷　基础产业政策 山崎 志郎 （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部经营学系教授）

第７卷　机械信息产业政策 長谷川 信 （青山学院大学副校长，经营学系教授）

第８卷　生活产业政策 松岛茂（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科学技术经营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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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大学特任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第12卷　中小企业政策 中田哲雄（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商务研究科教授）

■上述之外的2010年度出版物

3） 网站，宣传资料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
　　RIETI的网站由日文，英文，中文三国语言构成，充分利用作为日

本政治中心地霞关的智囊集团的优势，提供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

内容、数据库和统计资料（请参照P58网站）。2010年度在民间企业对

独立行政法人网站进行的调查中，RIETI网站获得了高度评价。

■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RIE T I发行介绍本研究所最新活动的宣传杂志季刊“RIE T I 
Highlight”。2010年度继上一年度发行了英文版增刊号。每期刊物

从研究成果中适时选择“全球化与通商政策”、“经济复兴的路程”、

“就业和劳动体系应如何改变”、“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等题目，编辑“特集”进行介绍（请参照P64各种

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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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RIETI第三期的研究体制

　　RIETI期待在第三期中期研究计划（2011—2015年）期间，为促进日本经济走上增长轨道并实现持续稳步发展的总体方针提供理论支持。为

此，需要对今后大约五年间的经济产业政策作出预测，确定重要视点（参见下图），推进研究工作。第三期的研究内容以这些重要视点为基本方

针，以具备一定整体性的政策研究领域为核心设置九个项目，在这些项目下面又分别设置若干研究课题。除此之外，还为无法归类到研究项目的

课题设置“特定研究”。根据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出现新的研究需求时，我们会根据情况更改，追加研究项目。

研究流程

　　为了提高研究质量，邀请日本国内外专家和政策决策相关人员进行深入讨论，所有的研究至少在三次讨论会以及大型研讨会等“讨论平台”

上进行讨论。

集思广益讨论会（BSWS）
（研究项目立项）

中间报告会

（深化研究）

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PDP）讨论会

（深化研究）

大型研讨会、讨论会、

研习会、发表DP、
PDP、出版物

（普及成果）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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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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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

        的创新体系研究

IV.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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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金融结构、

     公司治理的展开等有关  
           企业制度的研究 C. 追踪调查、

     微观数据的完善

                       与应用

B. 监管改革与政策评

               估的方式

始于 2006 年度的第二期中期目标和计划期间，政府为 RIETI 指定了四个“基本政策研究领域”， 
除此之外，RIETI 还自行设定了“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下一页以后为主要研究课题。研究员的职位为该活动年度的称谓。

下一页以后介绍的研究成果大多可以从 RIETI 网站上下载。

简称请参见封二。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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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III - 1）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若杉 隆平 研究主任兼 FF ₂₁
III - 2） 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川濑 刚志 FF ₂₂
III - 3） 开发援助的尖端研究 泽田 康幸 FF ₂₂
III - 4） 东亚的金融合作与最佳汇率篮子的研究 伊藤 隆敏 FF/ 小川 英治 FF ₂₃
III - 5） 关于 FTA 效果的研究 浦田 秀次郎 FF ₂₄
III - 6） 贸易相关条约与税制 小寺 彰 FF/ 松本 加代 CF ₂₄
III - 7） 贸易政策与企业行为的实证分析 大桥 弘 FF ₂₅
III - 8） 关于日本企业的海外外包研究 富浦 英一 FF ₂₅
III - 9） “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若杉 隆平 研究主任兼 FF/户堂 康之 FF ₂₆
III - 10） 大国间秩序的变化与日本外交的课题 中西 宽 FF ₂₆
III - 11） 环境与贸易 山下 一仁 SF ₂₇
III - 12） 关于奥巴马政权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动向的研究 久保 文明 FF ₂₇
III - 13） 关于企业行为国际化与国际竞争力的调查研究 八代 尚光 CF ₂₇
III - 14） 有关企业活动的国际化与创新的调查研究 八代 尚光 CF ₂₈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Ⅱ：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研究＞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II - 1） 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 长冈 贞男 研究主任兼 FF ₁₅
II - 2）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深尾 京司 FF ₁₆
II - 3） 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中技术创新过程的调查和研究——有关电子显微镜、薄膜保护层、

包装技术的个案研究分析
中馬 宏之 FF ₁₇

II - 4） 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宮川 努 FF ₁₇
II - 5） 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权 赫旭 FF ₁₇
II - 6） 服务差异化与生产率：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生产率分析 加藤 笃行 F ₁₈
II - 7） 有关服务产业绩效的微观计量分析 小西 葉子 F ₁₈
II - 8） 探讨采用多重网络分析指标的新经济指标 玉田 俊平太 FF ₁₈
II - 9） 法人课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榆井 诚 FF ₁₉
II - 10） 知识产权战略评论与今后的课题 久贝 卓 SF ₁₉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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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I - 1）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生产率、劳动力、物价 吉川 洋 研究主任兼 FF/ 宇南山 卓 FF ₁₀
I - 2）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小林 庆一郎 SF ₁₁
I - 3） 有关开放创新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₁₂
I - 4）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市村 英彦 FF/ 清水谷 谕 CF ₁₂
I - 5）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的国际比较与日本企业的课题 武石 惠美子 FF ₁₃
I - 6） 为构建可持续的政府年金制度，进行宏观经济和财政模拟分析 中田 大悟 F ₁₃
I - 7） 产业集群与劳动市场 冈崎 哲二 FF ₁₄
I - 8） 为建设具有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性研究：从复杂系的观点出发 西村 和雄 FF ₁₄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Ⅳ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Ⅳ - 1）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尾高 煌之助 主编� ₂₉

研究课题一览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A ：金融结构、公司治理的展开等有关企业制度的研究＞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A- 1） 金融、产业网研究会以及物价、工资动态研究会 渡边 努 FF/ 植杉 威一郎 SF ₃₀
A- 2） 低生育率老龄化时代的劳动政策：关于日本劳动市场的基础研究 川口 大司 FF ₃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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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 光太郎 SF ₃₁
A- 4）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宫岛 英昭 FF ₃₂
A- 5）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税制改革 岩本 康志 FF/ 桥本 恭之 FF ₃₂
A- 6）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鹤 光太郎 SF ₃₃
A- 7） 关于自立型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村 良平 FF ₃₃
A- 8） 企业法研究课题——市场与法律的制度互补性 宍户 善一 FF ₃₄
A- 9） 开放型经济下的地球变暖对策的理论探讨 石川 城太 FF ₃₄
A- 10） 为防止地球变暖的国际制度设计 古泽 泰治 FF ₃₄
A- 11）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滨 升 FF/ 大桥 弘 FF、西垣 淳子 SF ₃₅
A- 12） 日本的风险资金供给现状与政策课题 村本 孜 FF/ 吉野 直行 FF ₃₅
A- 13） 金融的稳定性与经济结构 后藤 康雄 SF ₃₅
A- 14） 关于 90 年代的统治结构改革与议院内阁制变迁的研究 西垣 淳子 SF ₃₆
A- 15） 围绕“纳税遵从”的国际合作动向与日本的政策应对方式 石井 道远 SF ₃₆
A- 16） 企业信息公开体系的最佳设计 古贺 智敏 FF ₃₆
A- 17） 关于日本的第三部门的整体状况及其经营实态的调查研究 后 房雄 FF ₃₇
A- 18） 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 尾崎 雅彦 SF ₃₇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B ：监管改革与政策评估的方式＞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B- 1） 著作权的最佳保护水平 田中 辰雄 FF ₃₈
B- 2） 关于水产业资源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宝多 康弘 FF/ 马奈木 俊介 FF ₃₈

＜相关基础研究领域 C: 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完善与应用＞

课题题目 课题负责人／课题副负责人 刊登页码

C- 1） 完善 RIETI 数据
富田 秀昭 研究调整主任 / 尾崎 雅彦 
SF、小西 葉子 F、定量分析与数据主
管

₄₀

C- 2） 下一代能源统计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 戒能 一成 F ₄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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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生产率、劳动力、物价
课题负责人：吉川 洋 研究主任兼 FF / 课题副负责人：宇南山 卓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从各种不同角度，分析低生育率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具体来说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劳动力、物价产生的影响。人们广泛认识到，

技术进步是低生育率老龄化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关键，特别是产品创新非常重要。但是以往把焦点置于供应方与“附加价值”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实证分析，不能充分显示产品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研究课题将对产品创新进行理论性和实证性的分析。此外，作为与低生

育率老龄化的关联问题，还对有关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经济的劳动供给和物价等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Part II：中间投入对创造需求的作用（吉川 洋、安藤 浩一、宫川 修子）（DP编号：11-J-023）
儿童补贴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宇南山 卓）（DP编号：11-J-021）
Measuring Human Capital in Japan （MIYAZAWA Kensuke）（DP编号：11-E-037）
Quality of Labor,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Effects of employee age, seniority, and capital vintage （SHINADA Naoki）（DP
编号：11-E-036）
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Marcus BERLIANT and FUJITA Masahisa）（DP编号：10-E-024）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Individual Ability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OGURO Kazumasa, OSHIO Takashi and TAKAHATA Junichiro）（DP
编号：10-E-019）

政策论文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日本的经验（安藤 浩一、宇南山 卓、庆田 昌之、宫川 修子、吉川 洋）（PDP编号：10-P-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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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Ⅰ－２）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课题负责人：小林 庆一郎 SF

＜课题概要＞
为分析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构建定量性经济周期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明确金融体系和资产担保贷款等

金融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使用上述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等，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政策评估服务。此外，作为构建理论的一个新尝试，运用搜

索论和货币理论（特别是Lagos and Wright的框架），构建分析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新一般均衡模型。对于从2005年度发展起来的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BCA），深入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克服这种局限的方法等的研究，提高实用性。此外，以金融产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作

为“最终消费者”牵引世界经济这一冷战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崩溃，预计今后全球性经济运营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念上均会发生巨大的

变化。针对今后全球性经济增长结构、东亚地区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日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应朝什么方向发展等问题，广泛地进行调查研

究。本研究大致分为下述四个主要部分：

　1） 构建定量性经济周期模型和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2） 使用银行危机模型来对金融稳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比较衡量

　3） 经济危机中应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和过渡期的经济结构变化

　4） 其他相关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国内外宏观计量模型与MEAD-RIETI模型的尝试（福山 光博、及川 景太、吉原 正淑、中园 善行）（DP编号：10-J-045）
Financial Crises and Assets as Media of Exchange （KOBAYASHI Keiichiro）（DP编号：11-E-012）
A Bad-asset Theory of Financial Crises （KOBAYASHI Keiichiro）（DP番号：11-E-011）
A Model of Financial Crises: Coordination failure due to bad assets （KOBAYASHI Keiichiro）（DP编号：11-E-010）
A Financial Crisis in a Monetary Economy （KOBAYASHI Keiichiro）（DP编号：11-E-009）
An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with Misspecified Wedges （NUTAHARA Kengo and INABA Masaru）（DP编号：11-E-005）
Nominal Rigidities and 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s in a Medium-scale DSGE Economy （NUTAHARA Kengo）（DP编号：10-E-061）
Asset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 Sticky-price Economy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NUTAHARA Kengo）（DP编号：10-E-060）

政策论文

构建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小林 庆一郎）（PDP编号：11-P-007）

CEPR-RIETI Workshop

“Def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Japa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2010/07/06）

Ⅰ-２）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CEPR-RIETI Workshop
“Def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Japa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20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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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Ⅰ－３） 有关开放创新的实证研究
课题负责人：元桥 一之 FF

＜课题概要＞
一直以来，日本创新体系的特点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力更生主义，然而随着技术革新的进展和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等，采取与外部协作的开

放式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对开放式创新的采纳已经落后。有关创新的外部协作形式也因行业而异。例如，在

医药品产业，以引进和输出必要的化合物为中心，但是在电子产业，产品和业务领域日趋复杂，形成环保体系变得非常重要。此外，要想构筑与

外部协作非常活跃的网络型创新体系，搞活产学合作和培育能够越过“死亡之谷”的创投企业，也是重要的问题。在此，根据创新在不同技术领

域和不同行业的特点，对日本开放式创新的现状和课题进行定量性分析，弄清上述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使用业务据点和企业统计与专利数据库链接数据的创新和企业活力的实证研究（元桥 一之）（DP编号：11-J-009）
Examining the Universit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olicy in Japan: Patent analysis （MOTOHASHI Kazuyuki and MURAMATSU Shingo）（DP
编号：11-E-008）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 first look at linkage data of Japanese patent and enterprise census （MOTOHASHI Kazuyuki）（DP编号：

11-E-007）
Bargaining in Technology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biotechnology alliances （KINUKAWA Shinya and MOTOHASHI Kazuyuki）（DP编
号：10-E-020）

政策论文

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日美比较（元桥 一之）（PDP编号：10-P-008）

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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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村 英彦 FF / 课题副负责人：清水谷 谕 CF

＜课题概要＞
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快速老龄化进程中，日本必须建立保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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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等划分领域的研究，打破利用宏观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的局限。

我们充分依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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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老年人跟踪调查工作。

本研究将收集健康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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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老年人全面追踪调查数据的重要性（市村 英彦）（PDP编号：11-P-005）

相关网页

生活与健康调查（The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index.html）（日文）



研究课题介绍

Ⅰ－5）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的国际比较与日本企业的课题
课题负责人：武石 惠美子 FF

＜课题概要＞
鉴于在实现工作生活平衡（WLB）社会中企业的重要性，本研究归纳整理企业在引进和运用WLB措施上的课题，探讨必要的对策。对日本的政

策或企业和职场的现状分析一直都是参考欧美的制度和对策，特别对英国、瑞典和荷兰，实施了以企业等为对象的问卷调查和采访调查。使用

在这些调查中得到的可进行国际比较的数据，对日本的WLB的现状和课题进行实证性分析，并提出必要的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瑞典的工作生活平衡——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劳动方式实践（高桥 美惠子）（DP编号：11-J-040）
英国的工作生活平衡——国家和企业采取措施的现状与课题及其对日本的启示（矢岛 洋子）（DP编号：11-J-039）
美国的工作生活平衡（黑泽 昌子）（DP编号：11-J-038）
工作时间与满足度——日英德三国的比较研究（浅野 博胜、权丈 英子）（DP编号：11-J-037）
希望工作时间的国际比较：基于假设提问对劳动供给弹性值的测算（黑田 祥子、山本 勋）（DP编号：11-J-033）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能否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使用企业跟踪调查数据对工作生活平衡措施和TFP的验证（山本 勋、松浦 寿幸）

   （DP编号：11-J-032）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发挥有效作用的人事管理——关于对职场生产率影响的国际比较（松原 光代）（DP编号：11-J-031）
荷兰的工作生活平衡——选择劳动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灵活性较高的社会（权丈 英子）（DP编号：11-J-030）
为实现劳动者工作生活平衡的企业和职场的课题（武石 惠美子）（DP编号：11-J-029）
对女性雇员的负面成见是企业造成的：两种预言自我实现的理论性考察与对策（山口 一男）（DP编号：10-J-049）
Firm's Demand for Work Hours: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and matched firm-worker data （KURODA Sachiko and YAMAMOTO Isamu）
（DP编号：11-E-024）

政策论文

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课题：从国际比较调查得到的启示（武石 惠美子）（PDP编号：11-P-004）

Ⅰ－6） 为构建可持续的政府年金制度，进行宏观经济和财政模拟分析
课题负责人：中田 大悟 F

＜课题概要＞

2004年修改了年金制度，但是直到现在，国民对政府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仍有疑问，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恢复了对医疗、护理等年金

以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赖。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尚未恢复对厚生劳动省实施的以年金财政模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财政预测

的信赖。特别是由于厚生劳动省预测的追加试算和基于各种假设变更的追加试算等的可能性存在局限，进一步加深了国民对制度的不信任。

因此，本研究以拓展课题负责人开发的年金财政模拟模型（RIETI模型）为中心，目的在于获得以下三点见解。

1） 从一般均衡论的观点来看，以具有整合性为前提对年金财政进行模拟分析

2） 重新评估采用单表数据进行基础率推算后的年金制度综合一元化方案

3） 开发有关年金财政和医疗、护理财政远景预测的模拟模型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财政的可持续性、高效性和公平性（中田 大悟、森川 正之）（PDP编号：10-P-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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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Ⅰ－7） 产业集群与劳动市场
课题负责人：冈崎 哲二 FF

＜课题概要＞
在各国面临严重失业问题的形势下，理解劳动市场的风险分担和调配在现实上和政策上的意义非常重要。本研究课题运用现代日本的详细的

微观数据，分析产业集群和劳动市场的风险分担与调配的关系。首先，根据Overman and Puga（2009）的研究，分析属于某个产业的每个经营

点所面临的固有风险（Idiosyncratic Risk）的规模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并验证产业集群具有什么样的风险分担功能。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产业集群与劳动市场——通过风险分担可达到集群效应（中岛 贤太郎、冈崎 哲二）（DP编号：11-J-025）

Ⅰ－8） 为建设具有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性研究：从复杂系的观点出发
课题负责人：西村 和雄 FF

＜课题概要＞
在经济、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所有领域，日本式的制度都走进了死胡同。对症疗法式的对策费用高昂，效果甚微。如果以复杂系

统来观察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就会发现在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本质性的因素。通过改变本质性因素，就能够大大提高系统产生的动能。本研究课

题应用以混沌理论（chaos）为代表的非线性动态学方法，并应用复杂系统，对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本研究课题在解决问题

时，尤其关注下述两点：第一，“对由多数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影响”；第二，“人力资本对决策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第一点，进行有关经济周期在全世界的关联性的基础分析，在多数国家之间存在外部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情况下，分析通过贸易形

成的全世界的关联性。

　　关于第二点，本研究课题关注人力资本，分析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所起的作用。着重分析教育发挥的作用，研究理想的教育制

度方式。此外，在微观层面，就经济主体的认知方式给学习和决策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包括检测个人大脑活动在内的神经经济学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理科毕业生与文科毕业生的年收入比较——基于JHPS数据的分析结果（浦坂 纯子、西村 和雄、平田 纯一、八木 匡）（DP编号：11-J-020）

属于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Ⅰ但未纳入2010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政策论文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吉川 洋）（DP编号：11-P-006）

＜属于2009年度之前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课题负责人：元桥 一之 FF
工作论文

建立东亚电子数据库与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元桥 一之）（DP编号：10-J-028）
Empirical Study of IPTV Diffusion: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KINUGASA Satoshi, MOTOHASHI Kazuyuki, Yeong-Wha 

SAWNG and TERADA Shinichiro）（DP编号：10-E-021）

研究课题：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增长 课题负责人：吉川 洋 研究主任兼 FF
政策论文

新产业中成套设备所有权主体的变化与产品战略和生产率：1900～1911年的日本棉纺织业（冈崎 哲二）（PDP编号：10-P-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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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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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任兼 FF

＜课题概要＞
利用本研究课题实施的发明人调查的结果（包括去年的追加调查），并与专利数据、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等其他相关统计相结合，对日本的创新

过程进行深度研究，同时，将重点集中在提高创新业绩的政策问题展开研究，并公布研究成果。为此，1）将作为发明人调查对象的发明人和专

利数据库结合起来，收集名册，使对发明人的经历分析成为可能；2）与欧洲学者等合作，以日美欧各地区的发明人在同时期的发明（主张优先

权年份为2003年至2005年的专利）为对象，使用统一问卷重新进行调查。

　　此外，3）考虑到日美两国创新体系的启动方式存在很大差异，RIETI原定针对该问题举办题为 “New Firm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的
国际研讨会，但是受地震影响，主题讲演人等无法来日本，因此停办。研究成果预定于明年撰写工作论文公布。4）包括公布本研究课题的研

究成果在内，为了促进创新研究的国际研究交流，原定与一桥大学、WIPO等合作，在日本举办亚太地区创新研讨会（The 2nd Asia Pacific 
Innovation Conference），但是由于地震的影响，在日本举办有困难，因此停办。代之以2011年在新加坡缩小规模举办，会上将公布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企业对专利和使用权的决定因素（西村 淳一、冈田 羊佑）（DP编号：11-J-012）
关于日本企业从研发活动到商业化的时间差结构分析（铃木 润）（DP编号：11-J-002）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of Inventors （OWAN Hideo and NAGAOKA Sadao）（DP编号：11-E-022）
Standards as a Knowledge Source for R&D: A first look at their incidence and impacts based on the inventor survey and patent 

bibliographic data （TSUKADA Naotoshi and NAGAOKA Sadao）（DP编号：11-E-018）
An Analysis of Unilateral and Cross-licensing based on an Inventor Survey in Japan: Effects of uncertainty, rent dissipation and a bundle 

of patents on corporate licenses （NAGAOKA Sadao）（DP编号：11-E-004）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of Vertic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NAGAOKA Sadao）（DP编号：10-E-064）
Incentive Pay or Windfalls: Remuneration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in Japan （ONISHI Koichiro and OWAN Hideo）（DP编号：10-E-049）

政策论文

日美两国的创新过程：对日美发明者调查的分析（长冈 贞男）（PDP编号：10-P-013）

基础政策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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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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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在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日本，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在决定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和影响设备投资动向方

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每年更新JIP数据库，实现对日本经济的最近的生产率动向的分析。此外，通过把覆盖日本整个经济活动的微

观数据和宏观产业水平的数据结合起来，从个别企业和业务据点内的视角分析宏观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的出口与就业（清田 耕造）（DP编号：10-J-029）
Globalizing Corporate Activities in East Asia and Domestic Operations: Further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NDO 

Mitsuyo and KIMURA Fukunari）（DP编号：11-E-034）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DI Strategy in Heterogeneous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AYAKAWA Kazunobu and 

MATSUURA Yoshiyuki）（DP编号：11-E-033）
Simulating Heterogeneous Multinational Firms （Shawn ARITA and TANAKA Kiyoyasu）（DP编号：11-E-025）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in 1952-2008: 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 with a newly constructed data set （Harry X. 

WU）（DP编号：11-E-003）
Global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 Firms （René BELDERBOS, FUKAO Kyoji, ITO Keiko and Wilko LETTERIE）（DP编号：10-E-

044）
Product Switch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Japan （KAWAKAMI Atsushi and MIYAGAWA Tsutomu）（DP编号：10-E-043）
Productivity, Markup, Scale Econom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stimates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 in Japan （KIYOTA Kozo）（DP编号：

10-E-040）
Why Do Some Firms Persistently Outperform Other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xport strategies （ITO 

Keiko and Sébastien LECHEVALIER）（DP编号：10-E-037）
Output Quality, Skill Intensity, and Factor Contents of Tr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icrodata of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
（FUKAO Kyoji and ITO Keiko）（DP编号：10-E-028）
Working Hours of Part-tim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Firm-level Productivity （MORIKAWA Masayuki）（DP编号：10-E-015）

政策论文

日本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基于JIP数据库的分析（深尾 京司）（PDP编号：10-P-012）
基于政府微观统计数据的生产率分析（伊藤 惠子、松浦 寿幸）（PDP编号：10-P-010）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in Japan: The key to future economic growth （FUKAO Kyoji）（PDP编号：10-P-007）
“失去的20年”的结构性原因（金 荣懿、深尾 京司、牧野 达治）（PDP编号：10-P-004）

RIETI/G-COE Hi-St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for China （CIP）, India （IIP）, Japan （JIP） and Korea （KIP）” （2010/10/22）

相关网页

JIP数据库2010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0/index.html）

Ⅱ-2）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RIETI/G-COE Hi-St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for China （CIP）, India 
（IIP）, Japan （JIP） and Korea （KIP）” （2010/10/22）
左: Hak K. PYO教授（首尔国立大学）　右: 宫川 努FF（学习院大学）



研究课题介绍

Ⅱ－3） 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中技术创新过程的调查和研究——有关电子显微镜、薄膜保护层、包装技术的个案研究分析
课题负责人：中马 宏之 FF

＜课题概要＞
通过与半导体器件和电子显微镜制造厂商的科学技术人员展开合作研究，从经济学和经营学的观点出发，分析促成重大发明和创新诞生的时

代背景以及这些发明和创新在德国和英国（而不是被称为电子显微镜王国的日本）以创业研究室为核心得以实现的各种因素。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探讨科技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马 宏之）（PDP编号：10-P-015）

Ⅱ－4） 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课题负责人：宫川 努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把2008～2009年度实施的关于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在宏观、产业和企业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在宏观方面，利用JIP数据库，

将迄今推算的日本无形资产投资系列做延长推算，制作详细的分产业系列。在企业方面，利用过去两年进行的访问调查数据和《企业活动基本

调查》、《信息处理实际状况调查》等个案调查表，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业绩；2）企业层面的无

形资产的决定因素；3）组织改革的原因及其效果；4）无形资产对设备投资行为和研究开发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5）筹资对无形资产等的影响

等。此外，希望与欧美及亚洲的研究人员合作，实施更广泛的关于无形资产的调查，并再次验证与企业业绩的关联性。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生产率——基于采访和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宫川 努、西冈 由美、川上 淳之、枝村 一磨）（DP编号：11-J-035）
日本和韩国的生产率差距与无形资产的作用（宫川 努、泷泽 美帆）（DP编号：11-J-018）

政策论文

无形资产的测算及其经济效应——宏观、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分析（宫川 努、金 荣懿）（PDP编号：10-P-014）

Ⅱ－5） 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权 赫旭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针对落后于欧美的日本商业与服务业（尤其是市场型服务业），1）在把握日本的服务业生产率动向的同时，2）弄清改善服务业生产

率所必须的要素和手段。关于第1）点，使用法人企业统计调查的个案数据，制作企业层级的生产率数据库，通过与制造业、建筑业等的比较，把

握日本的服务业生产率的特征与问题所在。关于第2）点，关注ICT投资、人力资本、新参与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变化，弄清这些变量给生产率带来

了哪些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生产率动态学与日本经济增长——基于《法人企业统计调查》个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乾 友彦、金 荣懿、权 赫旭、深尾 京司）（DP编号：11-
J-042）
外资企业的参与与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使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个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伊藤 惠子）（DP编号：11-J-034）
基于日美两国上市企业数据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国际比较分析（权 赫旭）（DP编号：11-J-019）
价格决定力与生产率——因服务质量引起的差异化（儿玉 直美、加藤 笃行）（DP编号：10-J-058）
所有制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日本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权 赫旭、金 荣懿）（DP编号：10-J-050）
医院的生产率——基于地区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森川 正之）（DP编号：10-J-041）
Productivity of Banks and its Impact on the Capital Investments of Client Firms （MIYAKAWA Daisuke,  INUI Tomohiko and SHOJI Keishi）
（DP编号：11-E-016）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ufacturing and the Service Sec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Japanese automobile related 

industries （KATO Atsuyuki）（DP编号：10-E-057）
Economies of Scale and Hospital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edical area level panel data （MORIKAWA Masayuki）（DP编号：

10-E-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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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Ⅱ－6） 服务差异化与生产率：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生产率分析
课题负责人：加藤 笃行 F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课题是“分析造成差异化服务的企业的生产率”。在采用企业和营业点层面数据的生产率研究中，通常以营业额（或根据营业额求出

的附加价值）作为产出数据使用，此时的平减指数是产业层面的数据。这是因为从可利用的统计资料中无法获得有关产品层面的产量或价格

数据，而且，在服务产业中，对产量本身也难以定义，这种制约更为显著。此外，有关产品（服务）多样化对所推算的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也被忽

视。而且，推算的生产率变动中还包括提高标价、需求冲击（企业层面的消费者偏好的变化等）等因素，有可能与严密定义下生产率的变动不一

致。因此，本研究就以下论点进行研究。

1） 在无法利用个别产品（服务）价格和数量数据这一现实存在的制约条件下，通过明确采纳产品（服务）差异化的模型来推算生产率

2） 对与推算结果（规模经济性和生产率动态等）相关的现有研究进行比较，并分析企业特性和战略、产业政策等的效果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Mark-up, Productivity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retail trade industry （KATO Atsuyuki）（DP编号：

10-E-031）

Ⅱ－7） 有关服务产业绩效的微观计量分析
课题负责人：小西 叶子 F

＜课题概要＞
作为服务产业分析的第一步，以生产结构比较单纯的美容产业为分析对象。日本的美容产业基本上都是个人经营，全国有20万多家美容院。由

于工会的存在和法律规定，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营业日、时间、技术费等保持了稳定。但是，由于法律的废止、工会组织缩小、权威美发师

热潮等的相互作用，近年来出现价格的过度竞争，美容院和服务的差异化不断扩大。在本研究中，为了弄清究竟什么是服务产业的生产率，需

要对相当于制造业生产函数的属性作出定义，此外由于还受到需求的影响，以及“店铺面积、人员、营业时间”的限制，因而需要有一个对供应

量设定上限的模型。本研究课题将收集六家美容院的有关财务、顾客和劳务的极其详细的数据，调查美容产业的供求结构。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Providers: Microeconometric measurement in the case of hair salons （KONISHI Yoko and NISHIYAMA Yoshihiko）
（DP编号：10-E-051）
The Effects of Congestion and Skills at a Hair Salon on the Consumer's Revisiting Behavior （KONISHI Yoko）（DP编号：10-E-046）

Ⅱ－8） 探讨采用多重网络分析指标的新经济指标
课题负责人：玉田 俊平太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弄清由于企业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创新，运用多层网络解析和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分析企业交易及共同

发明的数据，服务于制定经济政策的新指标。本研究采用下述探究方法：

1） 对约100万家日本企业以共同申请专利、持股、交易、兼任董事等关系形成的网络进行分析；

2） 计算各种网络指标，弄清网络拓扑结构的性质；

3） 探讨在2）经过计算的网络指标与经济上的统计量之间的关系，对制定经济政策有什么助益；

4） 定义特定企业集群（产业等）为新的交结点，对该网络进行分析。由此弄清现在对各产业分别实施的政策是否具有意义，是否应从网络的

观点对新的企业集群重新加以定义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交易与共同申请专利的关系（井上 宽康、玉田 俊平太）（DP编号：11-J-024）



研究课题介绍

Ⅱ－9） 法人课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课题负责人：榆井 诚 FF

＜课题概要＞
修改法人课税方式的趋势日益高涨。法人活动是日本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本源，对此，政府部门应向法人要求多少相应负担，补助促进什么样的

活动，需要制定系统性的评估标准。本研究项目的目的在于：根据数值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式，以及可以直接推算其参数的微观实证方法，构

筑具有高通用性的经济福利评估框架；以资为有关法人课税的租税特别措施的修改以及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讨论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Investment Risk, Pareto Distribution, and the Effects of Tax （NIREI Makoto）（DP编号：11-E-015）

Ⅱ－10） 知识产权战略评论与今后的课题
课题负责人：久贝 卓 SF

＜课题概要＞
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长期停滞，日本政府出于对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担心，2000年以后，在首相官邸主导下，各政府部门倾注力

量推进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集中实施了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及其利用的政策。例如，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设置、加速专利审理计划、大

学知识产权总部的设置等产学合作政策、仿制品和盗版对策、专利流通对策、植物新品种和地区品牌的保护立法、为振兴内容产业多次修改著

作权法等。本研究评估这些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措施在实施四～五年后的进展状况，并对其后由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技术革新不断发

展、网络商务在全世界迅速扩展等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课题进行调查。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知识产权战略的评估与今后的方向——应开始实施新知识产权政策（久贝 卓）（PDP编号：10-P-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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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属于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Ⅱ但未纳入2010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政策论文

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与创新体制：为强化经济增长力（长冈 贞男）（PDP编号：11-P-001）

＜属于2009年度之前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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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FF
工作论文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Firm Specific Productiviti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lant level data （ICHIMURA Hidehiko, KONISHI Yoko 
and NISHIYAMA Yoshihiko）（DP编号：11-E-002）

研究课题：对软件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课题负责人：田中 辰雄 FF
工作论文

日本企业对软件的选择与生产率——定制软件与软件包（田中 辰雄）（DP编号：10-J-027）

研究课题：复杂化的人造产品与设计过程及产品结构的实证分析 课题负责人：藤本 隆宏 原FF
政策论文

设计比较优势假说的流程性基础（藤本 隆宏）（PDP编号：10-P-016）

研究课题：为新科技公司（NTBFs）的创业、发展、集聚而建立的生态系统� 课题负责人：西泽 昭夫 原FF
政策论文

NTBFs形成高科技产业的条件（西泽 昭夫）（PDP编号：10-P-017）

研究课题：关于产业集群的调查研究 课题负责人：儿玉 俊洋 原京都大学教授

政策论文

关于形成以产品研发型中小企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可能性的实证研究（儿玉 俊洋）（PDP编号：10-P-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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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负责人：若杉 隆平 研究主任兼 FF

＜课题概要＞
近年来，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在新兴国家中与日本经济的关系也非常紧密，特别是在贸易领域，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贸

易伙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日本已成为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额为世界第二大规模。在这种紧密的经济关系不

断发展的情况下，政策决策人员和研究人员对于弄清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及其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关注。RIETI为了推进对中国经济的分

析，于2006年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缔结了合作研究协定。本研究小组的目的是按照该协定，利用中国的企业和产业数据及向国外发展

的日本企业数据等，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资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推进国际化的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定量性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ssessing Anticipatory Effects in the Presence of Antidumping Duties: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KITANO Taiju and OHASHI Hiroshi）
（DP编号：10-E-059）
How Do Chinese Industries Benefit from FDI Spillovers? （ITO Banri, YASHIRO Naomitsu, Zhaoyuan XU, Xiaohong CHEN and WAKASUGI 

Ryuhei）（DP编号：10-E-026）

政策论文

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伊藤 万里、八代 尚光）（DP编号：11-P-002）

METI-RIETI APEC中小企业研讨会

“中小企业与亚太地区：通过两个引擎搞活经济的战略”（2010/10/01）

RIETI Special Seminar
“WTO 2020: 21st Century Trade Governance”（2011/02/02）

Ⅲ-1）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RIETI Special Seminar
“WTO 2020: 21st Century Trade Governance”
（2011/02/02）

Richard E. BALDWIN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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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贸易投资政策开展的理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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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1）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METI-RIETI APEC中小企业研讨会

“中小企业与亚太地区：通过两个引擎搞活经济的战略”

（2010/10/01）
AnnaLee SAXENIAN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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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Ⅲ－２） 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课题负责人：川濑 刚志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有关日本国际经济法的下述重要课题进行分析。具体来说，由下述三个研究课题构成。

1）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规则的综合性研究

在金融危机后国家巨额援助的处理上，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规则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投入补贴数年之后，在需要对通过反

补贴税（Countervailing duty）手续和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程序来实施退出战略进行讨论之际，本研究将提供政策上的见解。

2） 关于保证履行国际公共政策中非强制性规则的制度的探讨

作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迎来了茂物目标的最后一年。在感到其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的时候，日本作为

2010年会议的主办国，应对新的保证履行国际公共政策中非强制性规则的制度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将为此做出知识上的贡献。

3） 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判例的研究

目前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世界贸易组织的解决争端程序作为保障日本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将从

判例法的角度跟踪并分析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发展过程，为今后日本制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务战略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所说的补贴带来的“显著损害”的概念——以美国棉花事件为例（滨田 太郎）（DP编号：10-J-030）
Subsidies,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INJI Naoto）（DP编号：10-E-023）

政策论文

【关于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②】中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实施的措施（WT/DS362/R）——围绕TRIPS协定中有关行使权

利的规定（铃木 将文）（PDP编号：11-P-011）
【关于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①】哥伦比亚的进港限制措施（WT/DS366/R）——以关税评估协定和GATT第5条的解释为中心

（小林 献一）（PDP编号：11-P-010）
作为执行规则机构的WTO——解决争端程序及多边监督的现状（川濑 刚志）（PDP编号：10-P-019）

Ⅲ－３） 开发援助的尖端研究
课题负责人：泽田 康幸 FF

＜课题概要＞
有关国际性开发援助的讨论迎来了重大的转折点，开发援助方式本身从经济发展援助向直接减贫援助、从以项目支援为中心向以财政支援为

中心、从以融资为中心向以削减债务和赠款为中心、从双边向多边转变，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是，自雷曼危机以来，在全世界持续衰退

中，以往被认为陷入了贫困陷阱的非洲萨哈拉沙漠以南各国开始出现持续增长；第三个背景是，2010年1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正式成为提供援助国的韩国，以及以开发资源为目的，不断扩大独自援助的中国等国家崭露头角，提供援助国的世

界地图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第四个背景是，在这些潮流中，援助与民间资金的移动增强了合作，出现了PPP（官民合作）和BOP（最低收入阶层）

商务等新潮流，政府开发援助的性质发生重大改变。2006～09年度实施的“援助开发的治理结构研究课题”、“开发援助的尖端研究”是以现实

情况为依据，以归纳亚洲和非洲的宏观援助效果的不同，测定提供援助国的援助分配行为和技术合作效果，考察开发援助中的官民合作为主

要内容的研究。以越南为例，对建立通过国际合作来管理和处理灾害风险的保险功能，从微观的角度进行了基础研究。在这些研究取得了成果

的基础上，2010年度更进一步，1）使用国际比较跟踪调查数据，对自然灾害风险、经济危机风险、争端风险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风险导致福利

水平下降的程度进行精确的比较；2）使用越南的微观数据，对自然灾害给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进行量化；3）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从政策方面探

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官民合作方式，进而探讨日本和韩国的政府开发援助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ggregate Impacts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A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SAWADA Yasuyuki, Rima BHATTCHARYAY and 
KOTERA Tomoaki）（DP编号：11-E-023）
Self-production, Friction, and Risk Sharing against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SAWADA Yasuyuki, NAKATA Hiroyuki 

and KOTERA Tomoaki）（DP编号：11-E-017）

政策论文

政府开发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中的作用（泽田 康幸、户堂 康之）（PDP编号：10-P-021）

RIETI Seminar

“East Asian Experience and South Korea-Japan Collaboration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2010/10/12）

相关网页

“开发援助经济学”研究会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development_aid/index.html）（日文）



研究课题介绍

Ⅲ－４） 东亚的金融合作与最佳汇率篮子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伊藤 隆敏 FF / 课题副负责人：小川 英治 FF

＜课题概要＞
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有人提出就美元作为唯一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制进行改革的建议。本研究课题迄今一直致力于开展与政策直

接相关的研究，我们把在东亚今后实施以统一货币篮子作为参照的汇率政策的国际协作定位于长期的最好选择，对过渡到统一货币篮子制度

之前的金融汇率政策的运营方式，以及最佳统一货币篮子的结构等进行了探讨。本年度，在探讨2007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内的

金融合作和汇率制度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根据使用2005年以来在RIETI的网站上公布的亚洲货币单位（AMU）及AMU偏离指标进行的

汇率协调政策研究、贸易结算（支付）货币研究、日本企业的汇率转嫁率的推算等结果，摸索亚洲货币体制的最佳方式。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汇率转嫁率的变化——基于时变系数VAR的再次验证（盐路 悦朗）（DP编号：10-J-055）
日本企业的汇兑风险管理与结算货币的选择——《2009年度关于日本企业对贸易报价货币的选择的调查》结果概要（伊藤 隆敏、鲤渊 贤、佐

藤 清隆、清水 顺子）（DP编号：10-J-032）
New Estimates of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The case for the Chinese renminbi （SATO Kiyotaka, SHIMIZU Junko, Nagendra 

SHRESTHA and Zhaoyong ZHANG）（DP编号：10-E-045）
Determinants of Currency Invoicing in Japanese Exports: A firm-level analysis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DP编号：10-E-034）
Regional Monetary Coordination in A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omparison in regional monetary stability between ASEAN+3 

and ASEAN+3+3 （OGAWA Eiji）（DP编号：10-E-027）

政策论文

全球均衡、东亚货币之间的偏离与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基于AMU的分析等（伊藤 隆敏、小川 英治、清水 顺子）（PDP编号：10-P-023）

相关网页

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乖离指标（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

Ⅲ-3） 开发援助的尖端研究

RIETI Seminar
“East Asian Experience and South Korea-Japan Collaboration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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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Ⅲ－５） 关于FTA效果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浦田 秀次郎 FF

＜课题概要＞
自由贸易协定（FTA）是成员国之间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协议，20世纪90年代以后急速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进行的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迟缓，而且因自由贸易协定是对非成员国实施歧视性贸易措施，所以被自由贸易协定排除在外的国家为

了应对不利的状况而设立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形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时有发生。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分析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的效果，第

一阶段，掌握企业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用度的实际状况；第二阶段，考察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分析的对象国家包括日本、中国、韩国、

泰国、澳大利亚。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Impacts of the Japan-Mexico EPA on Bilateral Trade （ANDO Mitsuyo and URATA Shujiro）（DP编号：11-E-020）
Use of FTAs in Australia （Richard POMFRET, Uwe KAUFMANN and Christopher FINDLAY）（DP编号：10-E-042）
Exporters' Response to FTA Tariff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Thailand （Archanun KOHPAIBOON）（DP编号：10-E-039）
Business Use of FTAs in Korea （Inkyo CHEONG, Hansung KIM and Jungran CHO）（DP编号：10-E-038）

政策论文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经济效应研究（浦田 秀次郎、安藤 光代）（PDP编号：10-P-022）

Ⅲ－６） 贸易相关条约与税制
课题负责人：小寺 彰 FF / 课题副负责人：松本 加代 CF

＜课题概要＞
由于贸易相关条约（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投资协定等）以贸易措施为对象，因此，即使提及租税问题，其对租税措施的什么

方面进行规范并不明确。但是，对于贸易条约涉及租税领域的规范的重要性，在国际上已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二者关系的重要性是通过第三

方机构对贸易条约的客观解释而显现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关于酒的等级问题控诉至关贸总协定的解决争端程序，被裁决为违反关贸总协

定，这成为明确关贸总协定的规范涵盖税制的典型案例。而且，随着贸易条约覆盖范围的扩大，二者之间的关系引发问题的机会也开始增多。

进而这一问题因两国间存在租税条约而更加复杂。根据贸易条约，有关租税条约的事项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适用的情况很多（GATS、日本的EPA
等）。但是，在不属于这种情况时，不仅限于如何变更国内措施这一问题，还存在贸易条约和租税条约相互间的调整问题。这种情况在两条约的

解决争端程序的关系上也存在问题。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我们将组织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租税法、EU法等法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有时还会有

经济学研究人员，举办小规模的研究会。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租税条约仲裁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与课题——对新日荷租税条约的探讨（小寺 彰）（DP编号：11-J-036）
关于相互协议的若干问题（伊藤 刚志）（DP编号：10-J-053）
双边租税协定中的公平条款（增井 良启）（DP编号：10-J-051）
国际征税与通商投资相关协定的触点（渊 圭吾）（DP编号：10-J-040）

政策论文

国际投资协定：现代的意义与问题——兼谈与征税事项的关系（小寺 彰）（PDP编号：10-P-024）



研究课题介绍

Ⅲ－７） 贸易政策与企业行为的实证分析
课题负责人：大桥 弘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实证性地评价和分析涉及贸易活动（以贸易投资为主的国际性经济活动）的政策制度给企业行为和产业结构带来的影

响和效果。

　　以往的传统性研究将重点放在以假设存在典型企业为基础进行福利评估上。但是，最近的分析方法是关注企业间的差异，容许战略性的

企业竞争，并尝试评价贸易政策。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企业对于贸易政策制度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例如对于特殊关税等的贸易政策，由于企业

采取更具战略性的行动，会对政策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这已广为人知。另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具有多少妥当性，对此的实证

分析还仅仅刚开始。本研究课题的特征在于，在企业行为的全球化和东亚业务网络不断扩大深化过程中，将重点放在分析企业行为上，同时实

证性地评估国际贸易的制度和贸易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re Capital Intensive Firms the Biggest Exporters? （Rikard FORSLID and OKUBO Toshihiro）（DP编号：11-E-014）
Does Japanese Liquor Taste Differen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national treatment under the WTO （OHASHI Hiroshi, NAKAJIMA Kentaro 

and DOI Naoshi）（DP编号：10-E-058）
Environmental Outsourcing （OKUBO Toshihiro, Matthew A. COLE and Robert J.R. ELLIOTT）（DP编号：10-E-055）
Cross-border Alliances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TAKECHI Kazutaka）（DP编号：10-E-054）

Ⅲ－８） 关于日本企业的海外外包研究
课题负责人：富浦 英一 FF

＜课题概要＞
近年来，发达国家各国，不仅在制造工序方面，而且将研究开发等广泛的业务和功能也转移 （offshoring） 到海外，同时，不仅限于同一跨国公

司内，还开始向外国的其它公司订购和委托 （outsourcing）。为此，在制定日本的贸易政策、地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定量性掌握这种

跨国外包的实际状况。因此，本研究将对企业调查结果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以有助于弄清在政策上也很重要的日本的实际情况，同时，为验证

新的贸易理论，对有关日本的海外外包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 （OKUBO Toshihiro and Rikard FORSLID）（DP编号：10-E-056）
Does Firm Boundary Matter? The effect of offshoring on productivity of Japanese firms （ITO Banri, TOMIURA Eiichi and WAKASUGI 

Ryuhei）（DP编号：10-E-033）
Offshoring and Corporate Headquarter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TOMIURA Eiichi, ITO Banri and WAKASUGI Ryuhei）（DP
编号：10-E-032）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OKUBO Toshihiro and TOMIURA Eiichi）
（DP编号：10-E-017）
Industrial Relocation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Plants Sorted by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 （OKUBO Toshihiro and TOMIURA 

Eiichi）（DP编号：10-E-016）

政策论文

日本企业的国外外包——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富浦 英一）（PDP编号：10-P-020）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0　24  25



研究课题介绍

Ⅲ－９） “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课题负责人：若杉 隆平 研究主任兼 FF / 课题副负责人：户堂 康之 FF

＜课题概要＞
企业生产率的高低是促进参与出口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进行了很多理论分析，把企业的异质性引进国际贸易的分

析中，已成为研究领域的世界潮流。但是，关于日本企业，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深化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新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日本

的研究小组可以与欧美的研究小组共同做出贡献。而且，日本企业的出口和直接投资对于保持经济增长，维持收入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

在本研究中，根据关注企业异质性的最新理论实证研究成果，通过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日本企业的贸易、海外投资和现地生产进行分析，

旨在取得研究的新进展，同时以导出产业政策上的新含义为目标推进研究。2010年度将对企业异质性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企业决定出口

的因素、直接投资和研究开发活动进行研究，同时，对国际贸易与劳动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国际贸易对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产生的影响进行

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对新兴国家直接投资的意义——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考察（伊藤 公二）（DP编号：10-J-047）
Temporary Workers, Permanent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MATSUURA Toshiyuki, SATO 

Hitoshi and WAKASUGI Ryuhei）（DP编号：11-E-030）
Temporary Jobs and Globaliz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MACHIKITA Tomohiro and SATO Hitoshi）（DP编号：11-E-029）
Does the Struc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ctivity Affect Technology Spillovers? （JINJI Naoto, ZHANG Xingyuan and HARUNA 

Shoji）（DP编号：11-E-027）
Effects of CEOs' Characteristic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Japan （TODO Yasuyuki and SATO Hitoshi）（DP
编号：11-E-026）
Heterogene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Exports and FDI: A cross-industry analysi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ANAKA Ayumu）（DP编号：

11-E-001）

政策论文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分析（若杉 隆平、户堂 康之）（PDP编号：10-P-027）

出版物

『发展中国家化的日本』（户堂 康之 著）、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0年12月

RIETI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ternational Trade, Firms, and the Labor Market” （2011/02/04）

Ⅲ－10） 大国间秩序的变化与日本外交的课题
课题负责人：中西 宽 FF

＜课题概要＞
在2008年至2009年里，美国新政权的上台、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变化、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外交复苏倾向等，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际秩序重

组的契机已经来临。其后，2010年发生了情况变化，美国表明了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意向，中国外交趋向强硬，俄罗斯对北方

领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日本在2009年的大选中实现了政权更替，但是新政权的外交和内政都处于不稳定状况，很难说对国际环

境的变化做出了充分的反应。本研究以2008年以后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变迁为核心，弄清其变化的本质，对今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做出预测，并从

根本上考察日本外交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同时，根据需要也对实践性政策课题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向全球多极秩序的转变与日本外交课题（中西 宽）（DP编号：10-J-048）



Ⅲ－11） 环境与贸易
课题负责人：山下 一仁 SF

＜课题概要＞
有人指出，环境问题与国际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围绕“环境与贸易”问题，屡次发生贸易争端。关贸总协定专

家组对海豚和金枪鱼事件的裁定在关贸总协定史上首次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由反对该裁定的环境保护团体展开了反全球化的街头运

动，致使1999年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正如该事件所反映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起环境保护团体一直批判关贸总

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侵害了环境利益，如果贸易自由化带来经济规模扩大，环境会遭到更大的破坏。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曾呼吁，

应该在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引进禁止以牺牲环境来获得企业竞争力的规则。在明年以后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极可能将至今为

止一直受到抑制的围绕“环境与贸易”的争论作为核心议题提出。本研究课题就国际间贸易中成为当前重要争论焦点的“贸易与环境”问题，从

经济学和法学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探索。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山下 一仁）（PDP编号：10-P-026）

出版物

『环境与贸易』（山下 一仁 著）、日本评论社、2011年3月

Ⅲ－12） 关于奥巴马政权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动向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久保 文明 FF

＜课题概要＞
奥巴马政权不仅在内政上，在外交上也面临着许多极其深刻的重大课题。伊拉克、阿富汗问题众所周知，北朝鲜、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

以及巴基斯坦的动向等也只是其中的一例。本研究课题将焦点置于政策决策人员的外交观上，弄清奥巴马政权下美国如何展开外交和安全保

障政策。从现阶段来看，奥巴马政权中负责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官员基本上是排除民主党极左翼势力、即左派和反战派，以中间派为支柱，

并且有向罗伯特•盖茨和布伦特•斯科乌克罗夫特等共和党系的稳健派乃至现实主义者扩大范围的趋势。本研究在掌握上述基本外交观的同

时，作为各别论题，深入分析亚洲、中东、防止核扩散等个别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奥巴马外交分析——一年零四个月的轨迹（久保 文明）（DP编号：10-J-044）

Ⅲ－13） 关于企业行为国际化与国际竞争力的调查研究
课题负责人：八代 尚光 CF

＜课题概要＞
由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的飞跃发展，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的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使全球化成为更多的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机会，有必要更积极地实现经济产业活动的国际化。迄今的研究显示，进行出口和直接投

资的企业，与只以国内市场为活动范围的企业相比，在生产率等绩效方面表现出色。本研究的目的是，不仅限于贸易和海外生产，而且从包括

创新活动在内的多方面观点来观察企业活动的国际化，弄清这种国际化是怎样形成优势的。同时进行相关政策提案，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

更大范围的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增长做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natomy of Learning-from-exporting: Role of foreign knowledge acquisition （YASHIRO Naomitsu and HIRANO Daisuke）（DP编号：10-E-
053）

政策论文

出口高峰期的出口企业的绩效与投资行为（八代 尚光、平野 大昌）（PDP编号：10-P-005）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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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Ⅲ－14） 有关企业活动的国际化与创新的调查研究
课题负责人：八代 尚光 CF

＜课题概要＞
一般认为，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企业活动的国际化，可以通过从国外市场吸收技术和知识为企业提供研发新产品和技术革新等创新的机

会。另一方面，对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外国企业的资本投入或外资企业对周边国内企业产生的波及效应等其他渠道，向国内企业提供获得国

外技术和知识的机会。验证这些企业活动的国际化和被称为“内部国际化”的对内直接投资对创新产生的促进效应，已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研

究课题。但是，目前还没有就这两者究竟是互补性地促进企业创新，还是属于替代关系这一论点进行相应的分析。本调查研究将使用日本和国

外的数据，弄清这一问题，不但为对内直接投资政策提供新的意义，而且还为制定通过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日本企业国际化从整体上促进内

外创新的经济政策提供启示。

属于基础政策研究领域Ⅲ但未纳入2010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政策论文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战略（若杉 隆平）（PDP编号：11-P-003）

＜属于2009年度之前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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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SF
工作论文

关于产品结构模块化进展中日韩中在东亚地区的比较优势结构及其变化（桑原 哲）（DP编号：11-J-001）

研究课题：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的改观 课题负责人：白石 隆 原FF
工作论文

老挝摸索与中国的关系（原 洋之介、山田 纪彦、Souknilanh KEOLA）（DP编号：11-J-007）
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形势的重大变化（大江 志伸）（DP编号：11-J-006）
中国市场与泰国茉莉香米：为什么世界最大稻米生产国中国要进口泰国大米？（宫田 敏之）（DP编号：11-J-005）
经济中转站的香港——作为“纽带”与“枢纽”的城市（久末 亮一）（DP编号：11-J-004）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与中台关系的走向（伊藤 信悟）（DP编号：11-J-003）

研究课题：Promoting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Unwinding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Economic Crisis 课题负责人：Willem THORBECKE, CF

政策论文

适合于中国的最佳政策组合 （Willem THORBECKE）（PDP编号：10-P-029）
The Appropriate Policy Mix for China （Willem THORBECKE）（PDP编号：10-P-028）

研究课题：以法律保护对外投资的方式 课题负责人：小寺 彰 FF
出版物

『国际投资协定』（小寺 彰 著）、三省堂、2010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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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１）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课题负责人：尾高 煌之助 主编

＜课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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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发行了第4卷和第9卷，今后讲依次出版发行。

＜课题实施体制＞
以RIETI内设立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主编；委员：副主编、各卷执笔负责人，METI代表）为主体实施本计划。

�主编　尾高 煌之助（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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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科学技术经营研究科教授）

各卷执笔负责人

　第 1 卷（总论） 尾高 煌之助（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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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流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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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第 6 卷（基础产业） 山崎 志郎（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系教授）

　第 7 卷（机械信息产业） 长谷川 信（青山学院大学副校长、经营系教授）

　第 8 卷（生活产业） 松岛 茂（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科学技术经营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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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大学特任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第12卷（中小企业政策） 中田 哲雄（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商务研究科教授）

＜2010年度的主要活动＞

召开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各种相关资料调查、与过去的政策决策人员交换意见

就草稿征求经济产业省的意见，并进行调整

进行出版的各项工作

第 4 卷、第 9 卷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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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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１） 金融、产业网络研究会以及物价、工资活力研究会
课题负责人：渡边 努 FF / 课题副负责人：植杉 威一郎 SF

＜课题概要＞

1） 金融和产业网络研究会

　本研究课题聚焦于以交易关系为主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以及relationship这一词语所表达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利用以往难以获得

的企业层面数据,分析这些关联性的结构及其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尤其关注去年以来由于经济规模急速缩小给这些关联性带来的变化。

例如,在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上,集中考察以信用保证制度为主的政府部门的参与对企业筹措资金和relationship产生的影响、金融机构的

决策制度结构所具有的影响、以及信用评分融资等近年来经常使用的贷款方法所带来的影响等。

2） 物价和工资动态研究会

　本研究课题旨在运用微观价格信息,弄清物价变化的动态机制。以往的物价研究主要是使用消费者物价等的总数统计。但是使用总数统计进

行的分析有局限性。本研究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对微观层面的企业价格设定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宏观物价变化的动

态机制。本年度将以弄清在日本连续10年发生通货紧缩的机制为中心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re Lending Relationships Beneficial or Harmful for Public Credit Guarantees? Evidence from Japan's Emergency Credit Guarantee 
Program （ONO Arito, UESUGI Iichiro and YASUDA Yukihiro）（DP编号：11-E-035）
The Evolution of House Price Distribution （OHNISHI Takaaki, MIZUNO Takayuki, SHIMIZU Chihiro, WATANABE Tsutomu）（DP番号：11-E-

019）
Financial Distress and Industry Structure: An inter-industry approach to the “Lost Decade” in Japan （OGAWA Kazuo, Elmer STERKEN and 

TOKUTSU Ichiro）（DP编号：10-E-048）
Repayment Enforcement and Informational Advantages: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trade credit use （UCHIDA Hirofumi, UESUGI Iichiro 

and HOTEI Masaki）（DP编号：10-E-041）
Measuring Economic Localiz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NAKAJIMA Kentaro, SAITO Yukiko and UESUGI Iichiro）（DP编
号：10-E-030）
Small Business Credit Scoring: Evidence from Japan （HASUMI Ryo and HIRATA Hideaki）（DP编号：10-E-029）

政策论文

零利率与物价缓慢下跌（渡边 努）（PDP编号：11-P-008）



研究课题介绍

A－2） 低生育率老龄化时代的劳动政策：关于日本劳动市场的基础研究
课题负责人：川口 大司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计划由下列六个课题组成。

1） 对日本劳动市场的基本事实的掌握

2） 非正式就业的要素分析

3） 非正式就业对年轻人职业经历构成的影响及其福利评估

4） 有关长期雇用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5） 有关劳动市场的流动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6） 采用企业人事数据对有效使用非正式员工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依据大规模政府统计,弄清近年日本劳动市场的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之上,聚焦非正式就业问题,在分析非正式就业不断增加的原因

的同时,分析非正式就业给个人的职业经历构成和福利带来的影响,并对非正式就业所造成的工龄短期化给企业的生产率带来的影响进行评

估,对劳动市场的流动化如何减少就业的不匹配,以及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理论性与实证性的验证。此外,还通过充分利用人事信息,对企

业内的非正式员工的有效使用和职员转正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明瑟收入函数在日本劳动市场的适用（川口 大司）（DP编号：11-J-026）
关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实际工资与幸福度（森川 正之）（DP编号：10-J-043）
就业保障与工作生活平衡——从补偿工资差距的角度进行分析（森川 正之）（DP编号：10-J-042）
Why Has the Fraction of Contingent Workers Increased? A case study of Japan （ASANO Hirokatsu, ITO Takahiro and KAWAGUCHI Daiji）
（DP编号：11-E-021）
Insecurity of Employment and Work-life Bala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MORIKAWA Masayuki）（DP编
号：10-E-052）
Volatility, Nonstandard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firm-level data （MORIKAWA Masayuki）（DP编号：10-E-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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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经过15年的调整过程，开始迈向新的飞跃。为此，需要建立和设计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促进创新的机制。在这种情况

下，从根本上探讨企业的组织形态、人力资源的方式、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制度等本质的因素比企业创新，甚至比提高绩效更为重要。本课题

首先着眼于近年来十分活跃的企业收购与合并现象，对1）收购合并的动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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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绩效等问题进行充分的验证。此外，还针对反敌意收购的策略和影响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and Anti-takeover Provisions in Japan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and TSURU Kotaro）（DP编号：10-E-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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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A－４）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课题负责人：宫岛 英昭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分析现代日本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以及具有尖端性的企业治理问题。主要针对下述问题再次展开探讨：外国投资者的增加和

互相持股方式解体的原因和归结、主办银行体系解体后的状态依存型治理的重建方向、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互补和替代关系的解析、

控股公司化等企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和对各业务单位及子公司的管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构成企业治理的各种辅助系统之间的互补性

（Complimentarity）。通过以上分析，总体弄清在市场层面机制和关系层面机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的意义上的复合型日本企业治理的实际

状况，同时，分析2008年秋季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企业治理的进化带来的影响。另外，上述研究成果预计于2011年春季出版。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持股结构的多元化及其归结——互相持股的解除、“复活”和国外投资者的作用（宫岛 英昭、新田 敬祐）（DP编号：11-J-011）
日本企业的业务组织治理——从企业的边界与双层代理人的视角分析（青木 英孝、宫岛 英昭）（DP编号：10-J-57）
Debt,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 （ARIKAWA Yasuhiro, KAWANISHI Takuya and MIYAJIMA Hideaki）
（DP编号：11-E-013）

政策论文

如何看待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危机后重新设计企业治理（宫岛 英昭）（PDP编号：11-P-009）

RIETI-早稻田大学G-COE合办研讨会

“日本企业体系的进化：危机后的企业治理再设计”（2011/03/07）

相关网页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cgp/index.html）（日文）

A－５）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税制改革
课题负责人：岩本 康志 FF / 课题副负责人：桥本 恭之 FF

＜课题概要＞
在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面临老龄化、国际化、地球环境和地区差距问题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研究小组认为税制体系也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以适应这些变化，采纳租税理论的成果，从中长期的观点探讨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税制方式。本年度在同样的理念基础上，扩展前年的分

析内容并展开新的分析课题。具体来说，从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与税制的关系、适应经济国际化的资本收入课税的方式、为适应地方分权的

地方税制等重要课题中选择有助于学术研究的项目作为研究课题。现在具体设定了下列四个课题。

1） 有关法人税的转嫁与归结的分析

2） 政府年金税制化的经济效果：采用多部门代际复合模型的模拟分析

3） 社会保障与税制的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公共年金征税方式化的经济效果（桥本 恭之、木村 真）（DP编号：10-J-038）
医疗和护理保险费用负担的动向（岩本 康志、福井 唯嗣）（DP编号：10-J-035）
关于法人税归结的动态学分析——根据简便模型的分析（土居 丈朗）（DP编号：10-J-034）

A-4）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与世界

经济危机的影响

RIETI-早稻田大学G-COE合办研讨会

“日本企业体系的进化：危机后的企业治理再设计”

（2011/03/07）



研究课题介绍

A－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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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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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政策研讨会

“重建就业劳动体系——建设富于创造与活力的日本”（2010/04/13）

A－７） 关于自立型地方经济体系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中村 良平 FF

＜课题概要＞
为了在开放体系中实现地方经济自立，需要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比较优势）、向地区内引进资金的能力（招商力）、防止地区内的资金外

流（循环性）等地方的力量。而且，对于自立能力的持续性，还需要有地方经济的创新力。立足于这一观点，本研究课题由下列三个支柱研究构

成。

1） 可自立的地区集群分析：对于如何才能获得地区外资金，采用工业统计等单表，从供应方面导出投入要素作用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对引

导集群的三大要素“知识外流”、“投入产出效果”和“要素的共有化”的外部经济效果进行定量化分析。

2） 可自立的地区规模分析：应用NEG模型，将地区差距的因素划分为市场和供给的潜力进行探讨。此外，还对将道州制设想纳入视野的地

区合并效果进行潜力测量与探讨。

3） 以内源性消除地区间差距：对于地区间差距问题，对地区来说，比起外源性政策，通过采用考虑环境资财等的首都周边地区与地方区域

间比较优势的交换方式，以内源性对策消除差距更为理想。我们将通过拓展NEG模型，尝试模拟分析，明确政策性含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地区潜力与工资差距、地区合并与就业分布的模拟实验——考虑到地区间产业相关结构的NEG模型实证研究（中村 良平、猪原 龙介、森

田 学）（DP编号：10-J-031）
Emission Credit Trading and Regional Inequalities （TAKATSUKA Hajime and NAKAMURA Ryohei）（DP编号：10-E-062）

A-6） 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

RIETI政策研讨会

“重建就业劳动体系——建设富于创造与活力的日本”

（2010/04/13）
左：鹤 光太郎SF　右：樋口 美雄教授（庆应义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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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A－８） 企业法研究课题——市场与法律的制度互补性
课题负责人：宍户 善一 FF

＜课题概要＞
我们可以将企业看作企业行为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提供者之间，即提供人力资本的经营决策人和员工、以及提供物质资本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

形成的激励机制。市场和法律制度是影响参与企业行为的当事人之间进行激励性协商的两个重要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对于企业的激励性协

商，不是独立产生影响，而是与其他作为重要基础设施的市场和制度通过互补产生影响。而且，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制度不是

每个法律领域独自发挥功能，而是各个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互相补充发挥作用。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以“企业法”的形式系统归纳对企业

的激励性协商产生影响的各种法律制度，为在企业层面高效实现激励性协商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Law: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contracts, markets, and laws in the bargaining structure of the firm （SHISHIDO 
Zenichi）（DP编号：10-E-063）

A－９） 开放型经济下的地球变暖对策的理论探讨
课题负责人：石川 城太 FF

＜课题概要＞
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各国为了达到减排目标值，探讨或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最近，为制定第一约定期限后的新框架，出现了各种新动向。地

球变暖对策的代表性政策为排放税与排放配额。这些政策在封闭型经济下一般具有同值性。但是，在最近的理论性研究中有人指出，在开放型

经济的下不具有同值性（例如，参见“Kiyono and Ishikawa 2004, Ishikawa and Kiyono, 2006”）。其中碳泄漏问题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某一国

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虽然实现了本国的减排，但却间接地增加了其它国家的气体排放。而且，对于与排放配额配套的排放权交易问题，尚未积

累充分的理论性研究。虽然在各种层面上已试行了排放量交易制度，但是除EU外，在确立大规模排放权交易制度方面的工作滞后。本研究课

题的目的是在开放型经济框架中探讨碳泄漏问题和排放权交易问题，获得新的见解。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Is Emission Trading Beneficial? （ISHIKAWA Jota, KIYONO Kazuharu and YOMOGIDA Morihiro）（DP编号：11-E-006）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under International Oligopoly （ISHIKAWA Jota and OKUBO Toshihiro）（DP编号：10-E-018）

A－10） 为防止地球变暖的国际制度设计
课题负责人：古泽 泰治 FF

＜课题概要＞
由于对地球变暖机制本身认识的不同，以及防止地球变暖具有为了下一代而“牺牲”这一代的侧面，因此，在防止地球变暖对策上目前尚难以

实现有效的国际协调。在这种状况下，要实现国际协调，仅在制度设计中导入惩罚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呼吁各国遵守道义，维护对实现协调

的积极性。Hudec（1990）主张，对关贸总协定国际法的遵守是由“尽国际义务这一道义和政治性作用”和“惩罚措施的威胁”两个因素构成的。

本研究将理论性地探究以该惩罚与道义为软硬两大要素的协调促进制度。另外，京都议定书也出现过，在地球变暖上存在“免费搭车”问题。我

们在模式化之际对Maruta and Okada（2005）和Furusawa and Konishi（2008）探讨的协调参与问题也纳入视野。此外，在防止地球变暖的国际

制度设计中会同时涉及碳税等环境政策和进口关税等贸易政策，而最佳合同是使双方受到限制，还是集中限制其中一方等类似政策选择问题

也十分重要，我们在参考Horn, Maggi, and Staiger（2006）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Contributing or Free-riding?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n a Public Good Economy （FURUSAWA Taiji  and KONISHI Hideo）（DP编号：11-E-
028）



研究课题介绍

A－11）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课题负责人：川滨 升 FF／课题副负责人：大桥 弘 FF、西垣 淳子 SF

＜课题概要＞
近几年来以亚洲各国为中心，世界各国关注基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策的趋势迅猛发展。在面临经济全球化这一新市场环境的情况下，世界各

国必须对基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策的运用及其观点作出很大的修正。另一方面，已进入低生育率老龄化的日本为了持续保持经济活力，必须

进一步推进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创新，竞争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研究根据各国的这一动向，综合地运用法学、经济学和实际业务知识，

对在全球化和创新的重要性日益高涨中的竞争政策进行探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效率在企业联合限制中的定位（川滨 升、武田 邦宣）（DP编号：11-J-022）

A－12） 日本的风险资金供给现状与政策课题
课题负责人：村本 孜 FF／课题副负责人：吉野 直行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从政策性的观点出发，针对在目前金融危机中如何向中小企业和地方提供风险资金，在政策评估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根据中

小企业政策性视点，分析１）对地方的资金分配，尤其是如何向地方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以及２）这些资金供应通过什么样的企业实现。目

前，风险资金供应即使在地区关系密切型金融（关系型融资）中，也明确着重于创业金融和融资，但由于在间接金融中存在无法融资的信用风

险等，因此，即使努力争取运用基金、混合型融资（追求高收益型融资）等，但是，实际业绩与金融机构融资相比规模极低。所以，从现状看，分析

探讨关系型融资中怎样才能提供风险资金也极其重要。

　具体课题预定如下：

1. 对地方的资金需求的验证（梳理地方概念，了解资金需求）

2. 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的基金出资的实际情况与有效性

3. 新金融方法的有效性（混合融资、证券化等）

4. 政府参与地方创投的支援措施（政策金融机构的作用、地方金融机构相互联系和竞争等）

5. 深化关系型融资不可或缺的方法（作为软件信息的知识资产及经营评估等）

6. 地方的新措施（居民参与型项目、金融NPO、护理业务等引进民间资金计划等）

7. 海外先进方法的探讨（收益债券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中小企业金融的银行融资决策机制、中小企业数据分析与向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资金（吉野 直行）（DP编号：11-J-028）

A－13） 金融的稳定性与经济结构
课题负责人：后藤 康雄 SF

＜课题概要＞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始终是令人关心的课题，特别是近年来，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更加引人关注。本研究项目在积累了

现实方面的动向、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金融方面，把“金融的稳定性”等问题作为焦点，在实体经济方面，把与中长期“经济结构”相关

的因素作为焦点，运用时序数据和追踪调查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性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企业动态学与企业规模分布的变化——技术条件等影响的非参数分析（后藤 康雄）（DP编号：11-J-041）
地区金融的健全性与研究开发活动（后藤 康雄）（DP编号：10-J-052）
Regional Financial Soundness and R&D Activities （GOTO Yasuo）（DP编号：10-E-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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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A－1４） 关于90年代的统治结构改革与议院内阁制变迁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西垣 淳子 SF

＜课题概要＞

20世纪90年代的政权结构改革（选举制度改革、国会改革和行政改革）完全是以英国式议会内阁制（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模式）为样板推

进的，日本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营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在日本一直作为样板的英国式议会内阁制与以往的日本式议会内阁制之间，不仅在

议会中政府形成的程序、立法程序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国会和内阁的作用、两院制的方式等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为此，要继续朝一直以来推

进的一系列政权结构改革方向前进，在现实的政治制度下尚有需要改善之处。鉴于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宪法学上的议会内阁制的基本

结构与现实中一直实行的政治机制之间的关系，提示今后研究的课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从宪法学与政治学的角度看议院内阁制的理念与现实状态（西垣 淳子）（DP编号：10-J-046）

A－15） 围绕“纳税遵从”的国际合作动向与日本的政策应对方式
课题负责人：石井 道远 SF

＜课题概要＞
伴随经济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利用国际避税地等避税手段的“ATP: Aggressive Tax Planning”（滥用避税）越来越显著。对此，如何保证遵守租

税法规，对于各国来说，在租税公平和国家财政两个方面成为严重问题。特别是2008年以来，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性偷税事件和世界性金融

经济危机，以此为契机，在八国峰会、G20国家首脑会议以及OECD等国际性场合，重新认识到纳税遵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国际范围的合作

动向取得迅速进展。作为手段，在主要国家的税制和税务当局之间，尝试对国际避税地和纳税人“强化执行”（Enforcement）的同时，努力加强

纳税人之间的信赖和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建立Enhanced Relationship），在确保交易的透明性的基础上，通过事先确认和达成协议“及时

解决问题”，并以此提高纳税遵从的力度。这种手段已经在欧美主要国家进行尝试，不仅有利于行政与纳税人双方的透明性和高效化，而且对

通过加强企业的Tax Risk Management来改善公司治理也是有效的。这个问题今后在日本不仅对于行政当局，而且对于企业和个人，进而对于

包括金融和资本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来说，也将作为努力改善遵从法规、高效化和透明性等的一环，成为重要的探讨课题。为此，在本研究中，

将概观最近围绕纳税遵从的国际合作动向，明确其意义，同时对今后日本的政策应对方式进行探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事先裁定制度的制度性课题《研究笔记》（神山 弘行）（DP编号：10-J-036）
围绕“纳税遵从”的国际合作动向与日本的政策应对方式（试论）（石井 道远）（DP编号：10-J-033）

A－16） 企业信息公开体系的最佳设计
课题负责人：古贺 智敏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针对国际会计标准（IFRS）的引进，试图构筑日本独自的信息披露体制的最佳设计，以便使企业履行说明责任。具体来说，就是试图从财

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规则部门），以及审计监查与内部监管（保障和治理部门）的各个方面，对于最适合日本企业实际状况的披露体制

的适合方式，进行有机的综合研究，并提出相关基本设计。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5篇：关于季度信息披露制度的评价与改善方向（加贺谷 哲之、中野 贵之、松本 祥尚、町田 祥弘）（DP编
号：11-J-017）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4篇：关于 引进IFRS与审计的方式（五十岚 则夫、浦崎 直浩 、町田 祥弘）（DP编号：11-J-016）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3篇：关于内部管控制度的实际情况与课题（桥本 尚、松本 祥尚）（DP编号：11-J-015）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2篇：关于日本企业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与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方式（国部 克彦、坂上 学、古贺 智敏、小西 
范幸、久持 英司 、姚 俊、岛田 佳宪）（DP编号：11-J-014）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1篇：关于引进IFRS与最佳披露制度的设计方式（古贺 智敏、加贺谷 哲之、向 伊知郎、浦崎 直浩、梅原 秀
继）（DP编号：11-J-013）



A－17） 关于日本的第三部门的整体状况及其经营实态的调查研究
课题负责人：后 房雄 FF

＜课题概要＞
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主体，第三部门的重要性与政府行政（公共部门）和营利企业（企业部门）同样，日趋受到关注。本研究课

题的目的在于弄清日本第三部门的整体状况。具体包括：

1） 梳理包括营利企业以外的各种民间法人在内的第三部门的概念，弄清日本第三部门的整体状况。

2） 调查第三部门的组织经营实际情况，弄清其面临的经营课题。

3）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为使第三部门作为一个部门发挥社会性作用，需要如何完善基础设施等问题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第三部门的范围及其实际经营状态（后 房雄）（DP编号：11-J-027）

A－18） 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尾崎 雅彦 SF

＜课题概要＞
由于人口结构问题（低生育率老龄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迅速降低。要应对将来的超老龄社会，充实社会资本和维持进口欠缺资源的能

力，就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国内资源，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搞活经济严重衰退的地方区域极为重要，这不仅可以提高整个国

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实力，而且还可能给日本产业带来在经济高度集中于东京的状况下无法形成的多元化。但是，迄今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地方

政策和试图加强地方自主权的做法，由于下述三个问题，搞活地方经济的目标还没有得到实现。

1） 中央政府主导的地方政策一刀切，不能照顾到各地方固有的特点。

2） 地方的公共政策在经济论、政策论及组织论的观点上步调不一致。

3） 地方的公共政策没有顺应日益变化的地方需求。

本研究针对到上述各项问题，通过资料调查和来访调查，弄清搞活地方经济的因素。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钏路公立大学地域经济研究中心 合办研讨会

“为实现地方性创造的社会创新”（2010/10/26）

属于相关基础研究领域Ａ但未纳入2010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属于2009年度之前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关于金融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会 课题负责人：渡边 努 FF
工作论文

非上市企业对私募债与银行借款的选择（佐藤 丰彦、胥 鵬）（DP编号：10-J-056）

研究课题：关于创业者、潜在企业家等动向的调查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田 武彦 原FF
政策论文

创业选择、创业后的绩效与创业扶持政策（安田 武彦）（DP编号：10-P-025）

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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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FF

出版物

『交通基础设施与治理的经济学』（赤井 伸郎 著）、有斐阁、2010年７月

研究课题介绍

A-18） 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

RIETI-钏路公立大学地域经济研究中心 合办研讨会

“为实现地方性创造的社会创新”（201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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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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１） 著作权的最佳保护水平
课题负责人：田中 辰雄 FF

＜课题概要＞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下侵犯著作权行为频繁发生，因此有意见认为，作为开展业务的前提需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从这一见解来看，加强保护是

为了树立知识产权立国的一个策略。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意见认为，现在出现了youtube或检索引擎等放松著作权保护的服务，或者从著

作权的灰色地带出现了新的业务，因此如果受到著作权的束缚，则不能扶植新的产业和企业。从这个见解来看，只有放松保护才能发挥创造

性，提高经济福利生活。究竟哪种见解正确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争论的重要分歧点在于，按现行的保护水平，私用拷贝使原版销售额减少

了多少。如果销售额减少很多，那么即使牺牲新业务也应当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但如果销售额没有减少的话，则无需介意私用拷贝，应当创

立新业务。

　　本研究课题对上述论点进行实证分析。有关音乐软件已有很多实证案例，本研究进一步关注动画方面。具体来说，对由于youtube、
NICONICO动画、Winny等播放电视节目（动画片）和音乐，使著作权方的销售额减少了多少进行验证。若销售额减少，那么加强保护可得到正

当化，若销售额没有减少，则不应对这些新服务进行限制，从经济学观点出发，作为一个新的商机使其发展更为有益。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是否需要加强保护网上著作权？——以传播动漫片为例（田中 辰雄）（DP编号：11-J-010）

Ｂ－２） 关于水产业资源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课题负责人：宝多 康弘 FF ／ 课题副负责人：马奈木 俊介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观点对有关水产资源管理的绩效评价和制度分析进行研究，以资日本水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年来，随着日本水产资

源数量的减少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水产业的国内生产明显减少，需要采取新的措施。通过妥当的管理恢复资源，同时，提高水产业的效率，

改善收益是目前紧迫的课题。在其他各国，（可转让的）个人渔业捕捞量配额制度（ITQ，IQ）这样的利用经济动机进行资源管理的方法效果较

好。引进ITQ制度等的主要渔业国家，在资源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渔业收益也得到提高，渔业成为非常有吸引力的产业。此外，促进渔业、流通

业以及消费者主体重视恢复资源的水产环保标签，在这些国家非常普及。因此，分析评估日本引进ITQ制度和水产环保标签这样的新机制对经

济效果和资源水平会产生什么影响非常重要。为了抓住提出政策建议的时机，应尽快着手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通过弄清水产资源管理制

度的经济效果，使从经济学观点对各种制度进行评估成为可能，有助于水产资源管理制度的设计。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发展水产品环保标签的可能性——基于网络调查的需求分析（森田 玉雪、马奈木 俊介）（DP编号：10-J-037）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s （ITQs） when Fishers are able to Choose Vessel Size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HIGASHIDA 

Keisaku and MANAGI Shunsuke）（DP编号：10-E-036）
Shared Renewable Resour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echnical measures for fisheries management （TAKARADA Yasuhiro）（DP编号：10-

E-035）

出版物

『资源经济学　水产业个案研究』（宝多 康弘、马奈木 俊介 编著）、Minerva书房、2010年５月

RIETI讲座

“关于日本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以水产业为例”（2010/05/20）



属于相关基础研究领域Ｂ但未纳入2010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属于2009年度之前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政策评估模拟模型　　课题负责人：金本 良嗣 原FF
工作论文

关于低公害车和低油耗车减税措施对购买汽车行为的影响（藤原 彻）（DP编号：11-J-008）

研究课题介绍

B-2） 关于水产业资源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RIETI讲座

“关于日本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以水产业为例”（201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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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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１） 完善RIETI数据
课题负责人：富田 秀昭 研究调整主任／课题副负责人：尾崎 雅彦 SF、小西 叶子 F、定量分析与数据主管

＜课题概要＞
在RIETI拥有的数据中，除一般研究机关作为预置数据收藏的能以较低成本获得的数据外，还有各研究课题为开展研究而购置的大规模数据以

及作为研究成果形成的数据（也包括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课题目的在于，作为基础设施完善上述成套数据，使用户能够高效利用。同时，本

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不仅能够向研究人员也能够向社会提供新知识的数据的公开可能性以及公开方式纳入视野，在研究所内展开活跃讨

论。此外，RIETI已经积累了经济产业省的个案调查数据的相关操作知识，为了使研究人员在获得个案调查数据后能迅速进入分析工作，本研

究将努力建立各统计数据匹配等的转换功能。可以认为，通过完善这些数据，能够提高新统计法实施后的对策，及本研究所的存在价值和独特

性。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生活与健康调查（The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index.html）（日文）

JIP数据库2010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0/index.html）

关于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乖离指标（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

RIETI-TID（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rieti-tid/index.html）（日文）

长期连续投入产出数据库（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d01.html）（日文）

微观数据计量分析项目（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d02.html）（日文）

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FDI2010/index.html）（日文）

Ｃ－２） 下一代能源统计以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
课题负责人：戒能 一成 F

＜课题概要＞
作为国家能源环境政策方面的正式统计，现在使用的是本研究所研究开发的《综合能源统计（2005年版）》及《按都道府县划分的能源消费统计

（2006年版）》。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针对第三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统计和运输部门的汽车燃料消费统计等进行新的统计调查，并为进一步改

进推算方法不断完善相关材料。因此，本研究将进行下一代综合能源统计及供需分析系统的开发，争取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限结

束时得到采纳。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使用投入产出表和工矿业统计评估和检验源于石灰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戒能 一成）（DP编号：10-J-026）

属于相关基础研究领域Ｃ但未纳入2010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核能发电设备投资、经费支出与开工率、故障发生率的相关性分析（戒能 一成）（DP编号：10-J-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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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aper.html）。

※以下为 2010 年 4 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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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

11-J-042 2011/3
生产率动态学与日本经济增长——基于《法人企业统计调查》个案调

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乾友彦（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 
金荣愨（专修大学） 
权赫旭（RIETI/日本大学） 
深尾京司（RIETI/一桥大学）

Ⅱ-5

11-J-041 2011/3 企业动态学与企业规模分布的变化——技术条件等影响的非参数分析 后藤康雄（RIETI） A-13

11-J-040 2011/3 瑞典的工作生活平衡——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的劳动方式实践 高桥美惠子（大阪大学） Ⅰ-5

11-J-039 2011/3
英国的工作生活平衡——国家和企业采取措施的现状与课题及其对

日本的启示

矢岛洋子（三菱UFJ调查与谘询股份有限公

司）
Ⅰ-5

11-J-038 2011/3 美国的工作生活平衡 黑泽昌子（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Ⅰ-5

11-J-037 2011/3 工作时间与满足度——日英德三国的比较研究
浅野博胜（亚细亚大学） 
权丈英子（亚细亚大学）

Ⅰ-5

11-J-036 2011/3 租税条约仲裁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与课题——对新日荷租税条约的探讨 小寺彰（RIETI/东京大学） Ⅲ-6

11-J-035 2011/3 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生产率——基于采访和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宫川努（RIETI/学习院大学） 
西冈由美（立正大学） 
川上淳之（学习院大学） 
枝村一磨（东北大学）

Ⅱ-4

11-J-034 2011/3
外资企业的参与与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使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

个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伊藤惠子（专修大学） Ⅱ-5

11-J-033 2011/3 希望工作时间的国际比较：基于假设提问对劳动供给弹性值的测算
黑田祥子（东京大学） 
山本勋（庆应义塾大学）

Ⅰ-5

11-J-032 2011/3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能否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使用企业跟踪调查

数据对工作生活平衡措施和TFP的验证

山本勋（庆应义塾大学） 
松浦寿幸（庆应义塾大学）

Ⅰ-5

11-J-031 2011/3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发挥有效作用的人事管理——关于对职场生产率

影响的国际比较
松原光代（东京大学） Ⅰ-5

11-J-030 2011/3
荷兰的工作生活平衡——选择劳动时间和工作地点的灵活性较高的

社会
权丈英子（亚细亚大学） Ⅰ-5

11-J-029 2011/3 为实现劳动者工作生活平衡的企业和职场的课题 武石惠美子（RIETI/法政大学） Ⅰ-5

11-J-028 2011/3
关于中小企业金融的银行融资决策机制、中小企业数据分析与向中小

企业提供风险资金
吉野直行（RIETI/庆应义塾大学） A-12

11-J-027 2011/3 日本第三部门的范围及其实际经营状态 后房雄（RIETI/名古屋大学） A-17

11-J-026 2011/3 明瑟收入函数在日本劳动市场的适用 川口大司（RIETI/一桥大学） A-2

11-J-025 2011/3 产业集群与劳动市场——通过风险分担可达到集群效应
中岛贤太郎（一桥大学） 
冈崎哲二（RIETI/东京大学）

Ⅰ-7

11-J-024 2011/3 关于交易与共同申请专利的关系
井上宽康（大阪产业大学） 
玉田俊平太（RIETI/关西学院大学）

Ⅱ-8

11-J-023 2011/3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Part II：中间投入对创造需求的作用

吉川洋（RIETI/东京大学） 
安藤浩一（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设备投资研

究所） 
宫川修子（RIETI）

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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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J-022 2011/3 效率在企业联合限制中的定位
川滨升（RIETI/京都大学） 
武田邦宣（大阪大学）

A-11

11-J-021 2011/3 儿童补贴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宇南山卓（RIETI/神户大学） Ⅰ-1

11-J-020 2011/3 理科毕业生与文科毕业生的年收入比较——基于JHPS数据的分析结果

浦坂纯子（同志社大学） 
西村和雄（RIETI/京都大学） 
平田纯一（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八木匡（同志社大学）

Ⅰ-8

11-J-019 2011/3 基于日美两国上市企业数据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国际比较分析 权赫旭（RIETI/日本大学） Ⅱ-5

11-J-018 2011/3 日本和韩国的生产率差距与无形资产的作用
宫川努（RIETI/学习院大学） 
泷泽美帆（东洋大学）

Ⅱ-4

11-J-017 2011/3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5篇：关于季度信息披露制度的

评价与改善方向

加贺谷哲之（一桥大学） 
中野贵之（法政大学） 
松本祥尚（关西大学） 
町田祥弘（青山学院大学）

A-16

11-J-016 2011/3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4篇：关于 引进IFRS与审计的方式

五十岚则夫（横滨国立大学） 
浦崎直浩（近畿大学） 
町田祥弘（青山学院大学）

A-16

11-J-015 2011/3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3篇：关于内部管控制度的实际

情况与课题

桥本尚（青山学院大学） 
松本祥尚（关西大学）

A-16

11-J-014 2011/3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2篇：关于日本企业持续增长的

可能性与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方式

国部克彦（神户大学） 
坂上学（法政大学） 
古贺智敏（RIETI/同志社大学） 
小西范幸（青山学院大学） 
久持英司（骏河台大学） 
姚俊（RIETI） 
岛田佳宪（神户大学）

A-16

11-J-013 2011/3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最佳设计——第1篇：关于引进IFRS与最佳披露

制度的设计方式

古贺智敏（RIETI/同志社大学） 
加贺谷哲之（一桥大学） 
向伊知郎（爱知学院大学） 
浦崎直浩（近畿大学） 
梅原秀继（中央大学）

A-16

11-J-012 2011/2 日本企业对专利和使用权的决定因素
西村淳一（RIETI/一桥大学） 
冈田羊佑（一桥大学）

Ⅱ-1

11-J-011 2011/2
持股结构的多元化及其归结——互相持股的解除、“复活”和国外投资

者的作用

宫岛英昭（RIETI/早稻田大学） 
新田敬祐（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基础研究所）

A-4

11-J-010 2011/1 是否需要加强保护网上著作权？——以传播动漫片为例 田中辰雄（RIETI/庆应义塾大学） B-1

11-J-009 2011/1
关于使用业务据点和企业统计与专利数据库链接数据的创新和企业

活力的实证研究
元桥一之（RIETI/东京大学） Ⅰ-3

11-J-008 2011/1 关于低公害车和低油耗车减税措施对购买汽车行为的影响 藤原彻（明海大学） B-其他

11-J-007 2011/1 老挝摸索与中国的关系

原洋之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山田纪彦（IDE-JETRO） 
Souknilanh KEOLA（IDE-JETRO）

Ⅲ-其他

11-J-006 2011/1 中国的崛起与朝鲜半岛形势的重大变化 大江志伸（江户川大学） Ⅲ-其他

11-J-005 2011/1
中国市场与泰国茉莉香米：为什么世界最大稻米生产国中国要进口泰

国大米？
宮田敏之（东京外国语大学） Ⅲ-其他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J-004 2011/1 经济中转站的香港——作为“纽带”与“枢纽”的城市 久末亮一（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Ⅲ-其他

11-J-003 2011/1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与中台关系的走向 伊藤信悟（瑞穗综合研究所） Ⅲ-其他

11-J-002 2011/1 关于日本企业从研发活动到商业化的时间差结构分析 铃木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Ⅱ-1

11-J-001 2011/1
关于产品结构模块化进展中日韩中在东亚地区的比较优势结构及其

变化
桑原哲（东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Ⅲ-其他

10-J-058 2010/12 价格决定力与生产率——因服务质量引起的差异化
儿玉直美（RIETI/METI） 
加藤笃行（RIETI/亚洲发展银行研究所）

Ⅱ-5

10-J-057 2010/12 日本企业的业务组织治理——从企业的边界与双层代理人的视角分析
青木英孝（千叶商科大学） 
宫岛英昭（RIETI/早稻田大学）

A-4

10-J-056 2010/12 非上市企业对私募债与银行借款的选择

佐藤丰彦（财团法人东京都中小企业振兴

公社） 
胥鹏（法政大学）

A-其他

10-J-055 2010/11 汇率转嫁率的变化——基于时变系数VAR的再次验证 盐路悦朗（一桥大学） Ⅲ-4

10-J-054 2010/11 核能发电设备投资、经费支出与开工率、故障发生率的相关性分析 戒能一成（RIETI） C-其他

10-J-053 2010/10 关于相互协议的若干问题 伊藤刚志（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 Ⅲ-6

10-J-052 2010/10 地区金融的健全性与研究开发活动 后藤康雄（RIETI） A-13

10-J-051 2010/9 双边租税协定中的公平条款 增井良启（东京大学） Ⅲ-6

10-J-050 2010/9 所有制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日本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权赫旭（RIETI/日本大学） 
金荣懿（专修大学）

Ⅱ-5

10-J-049 2010/8
对女性雇员的负面成见是企业造成的：两种预言自我实现的理论性考

察与对策
山口一男（RIETI/芝加哥大学） Ⅰ-5

10-J-048 2010/8 向全球多极秩序的转变与日本外交课题 中西宽（RIETI/京都大学） Ⅲ-10

10-J-047 2010/8 对新兴国家直接投资的意义——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考察 伊藤公二（RIETI） Ⅲ-9

10-J-046 2010/8 从宪法学与政治学的角度看议院内阁制的理念与现实状态 西垣淳子（RIETI） A-14

10-J-045 2010/7 国内外宏观计量模型与MEAD-RIETI模型的尝试

福山光博（RIETI/METI） 
及川景太（RIETI/METI） 
吉原正淑（RIETI/METI） 
中园善行（RIETI）

Ⅰ-2

10-J-044 2010/7 奥巴马外交分析——一年零四个月的轨迹 久保文明（RIETI/东京大学） Ⅲ-12

10-J-043 2010/7 关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实际工资与幸福度 森川正之（RIETI） A-2

10-J-042 2010/7 就业保障与工作生活平衡——从补偿工资差距的角度进行分析 森川正之（RIETI） A-2

10-J-041 2010/7 医院的生产率——基于地区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森川正之（RIETI） Ⅱ-5

10-J-040 2010/7 国际征税与通商投资相关协定的触点 渊圭吾（学习院大学） Ⅲ-6

10-J-039 2010/7 如何普及再生医疗——对日韩之间监管框架的比较
仓田健儿（RIETI/METI） 
Youn-Hee CHOI（RIETI/韩国产业研究院）

其他

10-J-038 2010/7 公共年金征税方式化的经济效果
桥本恭之（RIETI/关西大学） 
木村真（北海道大学）

A-5

10-J-037 2010/7 发展水产品环保标签的可能性——基于网络调查的需求分析
森田玉雪（山梨县立大学） 
马奈木俊介（RIETI/东北大学）

B-2

10-J-036 2010/6 关于事先裁定制度的制度性课题《研究笔记》 神山弘行（冈山大学）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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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035 2010/6 医疗和护理保险费用负担的动向
岩本康志（RIETI/东京大学） 
福井唯嗣（京都产业大学）

A-5

10-J-034 2010/6 关于法人税归结的动态学分析——根据简便模型的分析 土居丈朗（庆应义塾大学） A-5

10-J-033 2010/6 围绕“纳税遵从”的国际合作动向与日本的政策应对方式（试论） 石井道远（RIETI） A-15

10-J-032 2010/6
日本企业的汇兑风险管理与结算货币的选择——《2009年度关于日

本企业对贸易报价货币的选择的调查》结果概要

伊藤隆敏（RIETI/东京大学） 
鲤渊贤（中央大学） 
佐藤清隆（横滨国立大学） 
清水顺子（专修大学）

Ⅲ-4

10-J-031 2010/5
地区潜力与工资差距、地区合并与就业分布的模拟实验——考虑到地

区间产业相关结构的NEG模型实证研究

中村良平（RIETI/冈山大学） 
猪原龙介（青森公立大学） 
森田学（价值综合研究所）

A-7

10-J-030 2010/5
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所说的补贴带来的“显著损害”的概念——以

美国棉花事件为例
滨田太郎（近畿大学） Ⅲ-2

10-J-029 2010/4 日本的出口与就业 清田耕造（横滨国立大学） Ⅱ-2

10-J-028 2010/4 建立东亚电子数据库与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 元桥一之（RIETI/东京大学） Ⅰ-其他

10-J-027 2010/4 日本企业对软件的选择与生产率——定制软件与软件包 田中辰雄（RIETI/庆应义塾大学） Ⅱ-其他

10-J-026 2010/4
使用投入产出表和工矿业统计评估和检验源于石灰石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等
戒能一成（RIETI） C-2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英文

11-E-037 2011/3 Measuring Human Capital in Japan MIYAZAWA Kensuke (RIETI/Nihon 
University) I-1

11-E-036 2011/3 Quality of Labor,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Effects of employee age, seniority, and capital vintage

SHINADA Naoki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I-1

11-E-035 2011/3
Are Lending Relationships Beneficial or Harmful for Public 
Credit Guarantees? Evidence from Japan's Emergency 
Credit Guarantee Program

ONO Arito (Bank of Japan)
UESUGI Iichir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YASUDA Yukihiro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A-1

 11-E-034 2011/3
Globalizing Corporate Activities in East Asia and Domestic 
Operations: Further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NDO Mitsuyo (Keio University)
KIMURA Fukunari (Keio University/ERIA)

II-2

 11-E-033 201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DI Strategy in Heterogeneous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AYAKAWA Kazunobu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II-2

 11-E-032 2011/3 ODI and Home Country's Industrial upgrading: Mechanism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Wei ZHAO (RIETI/Zhejiang University)
Dong J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thers

 11-E-031 2011/3 Emerg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Priv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Wei ZHAO (RIETI/Zhejiang University) Others

 11-E-030 2011/3 Temporary Workers, Permanent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SATO Hitoshi (RIETI)
WAKASUGI Ryuhei (Kyoto University/
RIETI)

III-9

 11-E-029 2011/3 Temporary Jobs and Globaliz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MACHIKITA Tomohir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SATO Hitoshi (RIETI)

III-9

 11-E-028 2011/3 Contributing or Free-riding?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n a 
Public Good Economy

FURUSAWA Tai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ONISHI Hideo (Boston College)

A-10

 11-E-027 2011/3 Does the Struc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ctivity 
Affect Technology Spillovers?

JINJI Naoto (Kyoto University)
Xingyuan ZHANG (Okayama University)
HARUNA Shoji (Okayama University)

III-9

 11-E-026 2011/3 Effects of CEOs' Characteristic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Japan

TODO Yas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ATO Hitoshi (RIETI)

III-9

 11-E-025 2011/3 Simulating Heterogeneous Multinational Firms
Shawn ARITA (University of Hawaii)
TANAKA Kiyoyasu (IDE-JETRO)

II-2

 11-E-024 2011/3 Firm's Demand for Work Hours: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and matched firm-worker data

KURODA Sachik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AMAMOTO Isamu (Keio University)

I-5

 11-E-023 2011/3 Aggregate Impacts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A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SAWADA Yas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Rima BHATTCHARYAY (RIETI)
KOTERA Tomoa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II-3

 11-E-022 2011/3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of Inventors
OWAN Hide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AGAOKA Sada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1

 11-E-021 2011/3 Why Has the Fraction of Contingent Workers Increased? 
A case study of Japan

ASANO Hirokatsu (Asia University)
ITO Takahiro (Osaka University)
KAWAGUCHI Dai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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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020 2011/3 Impacts of the Japan-Mexico EPA on Bilateral Trade
ANDO Mitsuyo (Keio University)
URATA Shujiro (RIETI/Waseda 
University)

III-5

11-E-019 2011/3 The Evolution of House Price Distribution

OHNISHI Takaaki (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IZUNO Takayuki (University of 
Tsukuba)
SHIMIZU Chihiro (Reitaku University)
WATANABE Tsutomu (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1

11-E-018 2011/3
Standards as a Knowledge Source for R&D: A first look at 
their incidence and impacts based on the inventor survey 
and patent bibliographic data 

TSUKADA Naoto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GAOKA Sada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1

11-E-017 2011/3 Self-production, Friction, and Risk Sharing against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SAWADA Yas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AKATA Hiroyuki (University of Essex)
KOTERA Tomoa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II-3

11-E-016 2011/3 Productivity of Banks and its Impact on the Capital 
Investments of Client Firms 

MIYAKAWA Daisuke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INUI Tomohiko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Cabinet Office)
SHOJI Keishi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I-5

11-E-015 2011/3 Investment Risk, Pareto Distribution, and the Effects of Tax NIREI Makot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9

11-E-014 2011/3 Are Capital Intensive Firms the Biggest Exporters?
Rikard FORSLID (Stockholm University 
and CEPR)
OKUBO Toshihiro (Kobe University)

III-7

11-E-013 2011/3 Debt,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

ARIKAWA Yasuhiro (Waseda University/
WCFIA, Harvard University)
KAWANISHI Takuya (RIETI/Waseda 
University)
MIYAJIMA Hideaki (RIETI/Waseda 
University)

A-4

11-E-012 2011/2 Financial Crises and Assets as Media of Exchange KOBAYASHI Keiichiro (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2

11-E-011 2011/2  A Bad-asset Theory of Financial Crises KOBAYASHI Keiichiro (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2

11-E-010 2011/2 A Model of Financial Crises: Coordination failure due to bad 
assets

KOBAYASHI Keiichiro (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2

11-E-009 2011/2 A Financial Crisis in a Monetary Economy KOBAYASHI Keiichiro (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2

11-E-008 2011/2 Examining the Universit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olicy in 
Japan: Patent analysis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URAMATSU Shing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3

11-E-007 2011/2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 first look at linkage data 
of Japanese patent and enterprise census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3

11-E-006 2011/2 Is Emission Trading Beneficial?

ISHIKAWA Jota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IYONO Kazuharu (Waseda University)
YOMOGIDA Morihiro (Sophia University)

A-9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E-005 2011/2 An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with 
Misspecified Wedges

NUTAHARA Kengo (Senshu University)
INABA Masaru (The 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

I-2

11-E-004 2011/1
An Analysis of Unilateral and Cross-licensing based on 
an Inventor Survey in Japan: Effects of uncertainty, rent 
dissipation and a bundle of patents on corporate licenses

NAGAOKA Sada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1

11-E-003 2011/1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in 1952-2008: 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 with a newly 
constructed data set

Harry X. WU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he 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II-2

11-E-002 2011/1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Firm Specific Productiviti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lant level data

ICHIMURA Hidehiko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KONISHI Yoko (RIETI/Japan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NISHIYAMA Yoshihiko (RIETI/Kyoto 
University) 

II-Others

11-E-001 2011/1 Heterogene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Exports and FDI: A 
cross-industry analysi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ANAKA Ayumu (RIETI) III-9

10-E-064 2010/12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of Vertic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NAGAOKA Sadao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1

10-E-063 2010/12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Law: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contracts, markets, and laws in the bargaining structure of 
the firm

SHISHIDO Zenich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8

10-E-062 2010/12 Emission Credit Trading and Regional Inequalities
TAKATSUKA Hajime (Kagawa University)

NAKAMURA Ryohei (RIETI/Okayama 
University)

A-7

10-E-061 2010/12 Nominal Rigidities and 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s in a 
Medium-scale DSGE Economy NUTAHARA Kengo (Senshu University) I-2

10-E-060 2010/12 Asset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 Sticky-price Economy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NUTAHARA Kengo (Senshu University) I-2

10-E-059 2010/11 Assessing Anticipatory Effects in the Presence of 
Antidumping Duties: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KITANO Taiju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OHASHI Hirosh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II-1

10-E-058 2010/11 Does Japanese Liquor Taste Differen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national treatment under the WTO

OHASHI Hirosh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AKAJIMA Kenta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OI Naosh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II-7

10-E-057 2010/10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ufacturing 
and the Service Sec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Japanese 
automobile related industries

KATO Atsuyuki (RIETI/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II-5

10-E-056 2010/10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

OKUBO Toshihiro (Kobe University)

Rikard FORSLID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III-8

10-E-055 2010/10 Environmental Outsourcing

OKUBO Toshihiro (Kobe University)

Matthew A. COL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Robert J.R. ELLIOTT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II-7

10-E-054 2010/10 Cross-border Alliances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TAKECHI Kazutaka (Hosei University) I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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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053 2010/10 Anatomy of Learning-from-exporting: Role of foreign 
knowledge acquisition

YASHIRO Naomitsu (RIETI/Kyoto 
University)

HIRANO Daisuke (Kyoto University)
III-13

10-E-052 2010/10 Insecurity of Employment and Work-life Bala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A-2

10-E-051 2010/10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Providers: Microeconometric 
measurement in the case of hair salons

KONISHI Yoko (RIETI/Japan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NISHIYAMA Yoshihiko (Kyoto University)
II-7

10-E-050 2010/10 Economies of Scale and Hospital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edical area level panel data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II-5

10-E-049 2010/10 Incentive Pay or Windfalls: Remuneration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in Japan

ONISHI Koichiro (Osak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WAN Hide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I-1

10-E-048 2010/10 Financial Distress and Industry Structure: An inter-industry 
approach to the "Lost Decade" in Japan

OGAWA Kazuo (Osaka University)
Elmer STERK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TOKUTSU Ichiro (Kobe University) 

A-1

10-E-047 2010/10 Regional Financial Soundness and R&D Activities GOTO Yasuo (RIETI) A-13

10-E-046 2010/10 The Effects of Congestion and Skills at a Hair Salon on the 
Consumer's Revisiting Behavior

KONISHI Yoko (RIETI/Japan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II-7

10-E-045 2010/9 New Estimates of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The case 
for the Chinese renminbi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 (Senshu University)
Nagendra SHRESTH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Zhaoyong ZHANG (Edith Cowan 
University)

III-4

10-E-044 2010/9 Global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 Firms

René BELDERBOS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Maastricht 
University)
FUKAO Kyo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Wilko LETTERIE (Maastricht University)

II-2

10-E-043 2010/9 Product Switch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Japan

KAWAKAMI Atsushi (RIETI/Gakushuin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RIETI/Gakushuin 
University) 

II-2

10-E-042 2010/8 Use of FTAs in Australia

Richard POMFRE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Uwe KAUFMANN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hristopher FINDLAY (University of 
Adelaide) 

III-5

10-E-041 2010/8 Repayment Enforcement and Informational Advantages: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trade credit use

UCHIDA Hirofumi (Kobe University)
UESUGI Iichiro (RIETI/METI)
HOTEI Masaki (Ministry of Finance) 

A-1

10-E-040 2010/7 Productivity, Markup, Scale Econom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stimates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 in Japan

KIYOTA Koz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II-2

10-E-039 2010/7 Exporters' Response to FTA Tariff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Thailand

Archanun KOHPAIBOON (Thammasat 
University) III-5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0-E-038 2010/6 Business Use of FTAs in Korea

Inkyo CHEONG (Inha University)
Hansung KIM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Jungran CHO (Inha University)

III-5

10-E-037 2010/6
Why Do Some Firms Persistently Outperform Other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xport strategies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Sébastien LECHEVALIER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aris))

II-2

10-E-036 2010/7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s (ITQs) when 
Fishers are able to Choose Vessel Size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HIGASHIDA Keisaku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Tohoku 
University)

B-2

10-E-035 2010/6 Shared Renewable Resour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echnical measures for fisheries management

TAKARADA Yasuhiro (RIETI/Nanzan 
University) B-2

10-E-034 2010/6 Determinants of Currency Invoicing in Japanese Exports: 
A firm-level analysis

ITO Takatosh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KOIBUCHI Satoshi (Chuo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 (Senshu University)

III-4

10-E-033 2010/6 Does Firm Boundary Matter? The effect of offshoring on 
productivity of Japanese firms

ITO Banri (RIETI)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WAKASUGI Ryuhei (Kyoto University/
RIETI)

III-8

10-E-032 2010/6 Offshoring and Corporate Headquarter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ITO Banri (RIETI)
WAKASUGI Ryuhei (Kyoto University/
RIETI)

III-8

10-E-031 2010/6 Mark-up, Productivity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retail trade industry KATO Atsuyuki (RIETI) II-6

10-E-030 2010/6 Measuring Economic Localiz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NAKAJIMA Kenta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Fujitsu Research Institute)
UESUGI Iichiro (RIETI/METI)

A-1

10-E-029 2010/6 Small Business Credit Scoring: Evidence from Japan

HASUMI Ryo (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HIRATA Hideaki (Hosei University/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1

10-E-028 2010/6
Output Quality, Skill Intensity, and Factor Contents of Tr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icrodata of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

FUKAO Kyoji (RIETI/Hitotshbashi 
University)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II-2

10-E-027 2010/5
Regional Monetary Coordination in A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omparison in regional monetary stability 
between ASEAN+3 and ASEAN+3+3

OGAWA Ei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I-4

10-E-026 2010/5 How Do Chinese Industries Benefit from FDI Spillovers?

ITO Banri (RIETI)
YASHIRO Naomitsu (RIETI/Kyoto 
University)
Zhaoyuan XU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Xiaohong CHE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WAKASUGI Ryuhei (Kyoto University/
RIETI)

I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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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0-E-025 2010/4 Volatility, Nonstandard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firm-level data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A-2

10-E-024 2010/4 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Marcus BERLIANT (Washington 
University)
FUJITA Masahisa (RIETI) 

I-1

10-E-023 2010/4 Subsidies,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INJI Naoto (Kyoto University) III-2

10-E-022 2010/4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and Anti-takeover Provisions in 
Japan

HOSONO Kaoru (Gakushuin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TSURU Kotaro (RIETI) 

A-3

10-E-021 2010/4 Empirical Study of IPTV Diffusion: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KINUGASA Satoshi (Bank of Japan)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eong-Wha SAWNG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TERADA Shinichi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Others

10-E-020 2010/4 Bargaining in Technology Marke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biotechnology alliances

KINUKAWA Shinya (Komazawa 
University)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The 
Univeristy of Tokyo)

I-3

10-E-019 2010/4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Individual Ability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OGURO Kazumasa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OSHIO Taka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AHATA Junichi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1

10-E-018 2010/4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Under International Oligopoly
ISHIKAWA Jota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OKUBO Toshihiro (Kobe University)

A-9

10-E-017 2010/4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OKUBO Toshihiro (Kobe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III-8

10-E-016 2010/4 Industrial Relocation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Plants 
Sorted by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

OKUBO Toshihiro (Kobe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III-8

10-E-015 2010/4 Working Hours of Part-tim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Firm-
level Productivity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II-2



政策论文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政策论文栏目是为活跃政策讨论而新设置的，主要收录与当前面临的政策课题具有紧密联系的即时性论文。论文中的观点均属执笔者的个人

观点，不代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立场（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

※以下为2010年4月—2011年3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1-P-011 2011/3
【关于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②】中国——关于知识

产权保护与实施的措施（WT/DS362/R）——围绕TRIPS协定中

有关行使权利的规定

铃木将文（名古屋大学） Ⅲ-2

11-P-010 2011/3
【关于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①】哥伦比亚的进港限

制措施（WT/DS366/R）——以关税评估协定和GATT第5条的解

释为中心

小林献一（RIETI/METI） Ⅲ-2

11-P-009 2011/3 如何看待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危机后重新设计企业治理 宫岛英昭（RIETI/早稻田大学） A-4

11-P-008 2011/2 零利率与物价缓慢下跌 渡边努（RIETI/一桥大学） A-1

11-P-007 2011/1 构建新的宏观经济模型 小林庆一郎（RIETI） Ⅰ-2

11-P-006 2011/1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吉川洋（RIETI/东京大学） Ⅰ-其他

11-P-005 2011/1 老年人全面追踪调查数据的重要性 市村英彦（RIETI/东京大学） Ⅰ-4

11-P-004 2011/1 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课题：从国际比较调查得到的启示 武石惠美子（RIETI/法政大学） Ⅰ-5

11-P-003 2011/1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战略 若杉隆平（京都大学/RIETI） Ⅲ-其他

11-P-002 2011/1 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伊藤万里（RIETI） 
八代尚光（RIETI/京都大学）

Ⅲ-1

11-P-001 2011/1 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与创新体制：为强化经济增长力 长冈贞男（RIETI/一桥大学） Ⅱ-其他

10-P-030 2010/12
关于形成以产品研发型中小企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可能性的实证

研究
儿玉俊洋（日本政策金融公库股份公司） Ⅱ-其他

10-P-029 2010/12 适合于中国的最佳政策组合 Willem THORBECKE （RIETI/ADBI） Ⅲ-其他

10-P-028 2010/12 The Appropriate Policy Mix for China Willem THORBECKE （RIETI/ADBI） Ⅲ-其他

10-P-027 2010/12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分析
若杉隆平（京都大学/RIETI） 
戸堂康之（RIETI/东京大学）

Ⅲ-9

10-P-026 2010/12 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 山下一仁（RIETI） Ⅲ-11

10-P-025 2010/12 创业选择、创业后的绩效与创业扶持政策 安田武彦（东洋大学） A-其他

10-P-024 2010/12 国际投资协定：现代的意义与问题——兼谈与征税事项的关系 小寺彰（RIETI/东京大学） Ⅲ-6

10-P-023 2010/12
全球均衡、东亚货币之间的偏离与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基于

AMU的分析等

伊藤隆敏（RIETI/东京大学） 
小川英治（RIETI/一桥大学） 
清水顺子（专修大学）

Ⅲ-4

10-P-022 2010/12 关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经济效应研究
浦田秀次郎（RIETI/早稻田大学） 
安藤光代（庆应义塾大学）

Ⅲ-5

10-P-021 2010/12 政府开发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中的作用
澤田康幸（RIETI/东京大学） 
戸堂康之（RIETI/东京大学）

Ⅲ-3

10-P-020 2010/12 日本企业的国外外包——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 富浦英一（RIETI/横滨国立大学） Ⅲ-8

10-P-019 2010/12 作为执行规则机构的WTO——解决争端程序及多边监督的现状 川濑刚志（RIETI/上智大学） 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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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0-P-018 2010/11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日本的经验

安藤浩一（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宇南山卓（RIETI/神户大学） 
庆田昌之（立正大学） 
宫川修子（RIETI） 
吉川洋（RIETI/东京大学）

Ⅰ-1

10-P-017 2010/11 NTBFs形成高科技产业的条件 西泽昭夫（东北大学） Ⅱ-其他

10-P-016 2010/11 设计比较优势假说的流程性基础 藤本隆宏（东京大学） Ⅱ-其他

10-P-015 2010/11 探讨科技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中马宏之（RIETI/一桥大学） Ⅱ-3

10-P-014 2010/11 无形资产的测算及其经济效应——宏观、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分析
宫川努（RIETI/学习院大学） 
金荣懿（专修大学）

Ⅱ-4

10-P-013 2010/11 日美两国的创新过程：对日美发明者调查的分析 长冈贞男（RIETI/一桥大学） Ⅱ-1

10-P-012 2010/11 日本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基于JIP数据库的分析 深尾京司（RIETI/一桥大学） Ⅱ-2

10-P-011 2010/11 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财政的可持续性、高效性和公平性
中田大悟（RIETI） 
森川正之（RIETI）

Ⅰ-6

10-P-010 2010/11 基于政府微观统计数据的生产率分析
伊藤惠子（专修大学） 
松浦寿幸（庆应义塾大学）

Ⅱ-2

10-P-009 2010/11
新产业中成套设备所有权主体的变化与产品战略和生产率：1900
～1911年的日本棉纺织业

冈崎哲二（RIETI/东京大学） Ⅰ-其他

10-P-008 2010/11 关于IT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日美比较 元桥一之（RIETI/东京大学） Ⅰ-3

10-P-007 2010/9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in Japan: The key to future 
economic growth

FUKAO Kyoji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
sity）

Ⅱ-2

10-P-006 2010/8 知识产权战略的评估与今后的方向——应开始实施新知识产权政策 久贝卓（RIETI） Ⅱ-10

10-P-005 2010/6 出口高峰期的出口企业的绩效与投资行为
八代尚光（RIETI/京都大学） 
平野大昌（京都大学）

Ⅲ-13

10-P-004 2010/6 “失去的20年”的结构性原因

金荣懿（专修大学） 
深尾京司（RIETI/一桥大学） 
牧野达治（RIETI）

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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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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的出版物介绍（2006 年—2010 年）

工作生活平衡  
实证与政策提案

2009 年 12 月

山口一男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2800 日元 /287 页

政府的大小与 
社会保障制度

2007 年 6 月

橘木俊诏 编
东京大学出版社

3800 日元 /240 页

论争 日本的工作 
生活平衡

2008 年 4 月

山口一男、 � 
樋口美雄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2400 日元 /323 页

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2009 年 12 月

柴生田敦夫 著
三和书籍

3000 日元 /156 页

食品安全与食品 
保障

2009 年 3 月

山下一仁 著
日本评论社

2300 日元 /238 页

The Futur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009 年 12 月
KOTERA Akira, ARAKI Ichiro,  
KAWASE Tsuyoshi 编著
CMP Publishing
￡130/425 页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 Pacific
2009 年 12 月
URATA Shujiro, Christopher 
FINDLAY 编著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US$95/305 页

食品安全与贸易

2008 年 4 月

山下一仁 编著

日本评论社

5300 日元 /498 页

东亚货币篮子的 
经济分析

2007 年 8 月

伊藤隆敏、小川英治、 
清水顺子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日元 /208 页

Transforming  
East Asia
2006 年 9 月

MUNAKATA Naoko 著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4.95/258 页

低生育率老龄化社
会的经济活力

2011 年 3 月

藤田昌久、吉川洋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297 页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战
略

2011 年 3 月

藤田昌久、若杉隆平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319 页

环境与贸易

2011 年 3 月

山下一仁 著
日本评论社

5700 日元 /350 页

发展中国家化的
日本

2010 年 12 月

户堂康之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850 日元 /191 页

国际投资协定 依
据仲裁实行法律
保护

2010 年 4 月

小寺彰 著
三省堂

3800 日元 /321 页

宣传活动 ①　出版物



与研究领域Ⅳ相关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相关研究领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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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率与日本 
经济增长

2008 年 3 月

深尾京司、 
宫川努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

5600 日元 /347 页

Productivity in Asia
2007 年 12 月

Dale JORGENSON,  
KURODA Masahiro, 
MOTOHASHI Kazuyuki 编著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4000 日元 /244 页

企业一生的经济学

2006 年 12 月

橘木俊诏、 
安田武彦 编
Nakanishiya 出版社

3200 日元 /259 页

劳动时间改革 
——如何改变 
日本的劳动方式

2010 年 3 月

鹤光太郎、樋口美雄、 
水町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3500 日元 /184 页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怎样改变 
日本的工作方式

2009 年 3 月

鹤光太郎、樋口美雄、 
水町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306 页

围绕石油问题各
国间的角逐

2009 年 2 月

长谷川荣一 著
Minerva 书房

3000 日元 /349 页

验证 中小企业金融

2008 年 9 月

渡边努、植杉威一郎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3200 日元 /236 页

监管改革的经济 
分析

2007 年 10 月

八田达夫、田中诚 编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4000 日元 /238 页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2007 年 8 月

AOKI Masahiko,  
Gregory JACKSON, 
MIYAJIMA Hideaki 编著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500 日元 /416 页

日本的 M&A
2007 年 6 月

宫岛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 日元 /389 页

关系型银行与 
地方金融

2007 年 5 月

筒井义郎、 
植村修一 编
日本经济新闻社

4000 日元 /319 页

回归都市的经济学

2006 年 6 月

八田达夫 编
日本经济新闻社

3800 日元 /210 页

交通基础设施与
治理的经济学

2010 年 7 月

赤井伸郎 著
有斐阁

3400 日元 /250 页

资源经济学 水产业
个案研究

2010 年 5 月

宝多康弘、马奈木俊介 编著

Minerva 书房

5000 日元 /268 页

生产率与创新体
系

2008 年 3 月

藤田昌久、 
长冈贞男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 /36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4 
——商务流通政策

2011 年 3 月

石原武政 编著、通商产业

政策史编辑委员会 编
财团法人 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 /536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9 
——产业技术政策

2011 年 3 月

泽井实 著、通商产业政策

史编辑委员会 编
财团法人 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 /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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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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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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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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的出版物介绍（2001 年—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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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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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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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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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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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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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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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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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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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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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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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带时代的制度
设计

2002 年 4 月

林 一郎、 
池田信夫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500 日元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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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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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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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民币升值
的争论

2004 年 10 月

关志雄 编著

东洋经济出版社

2600 日元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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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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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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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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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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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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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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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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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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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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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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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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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数累计

2002年1月22日—2011年3月底

（约9年间）

2010年4月—2011年3月底

（2010年度）

日文 5,250,942 575,699

英文 1,204,706 346,865

中文    495,415   70,434

网站还充实了研究员个人和研究会独自的内容，提供大量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的宝

贵资料和信息。例如，

◆公开“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日本

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2010 年版（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2010），
该数据库是分析日本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资料。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d05.html

◆“东亚的金融合作与最佳汇率篮子的研究”的课题开设了“亚洲货币单位

（AMU）与东亚货币的 AMU 乖离指标”网页，每天更新测定结果。

　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

◆在“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栏

目登载 RIETI 与一桥大学、东京大学合作实施的以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为对象

的追踪调查信息。本调查数据不仅包括老年人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健康

方面的多种相关信息，还最大限度地设计了与各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 美国）、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 EU）、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ELSA, 英国）等调

查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结构，通过分析本数据，可以了解在世界上日本中老年人

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http://www.rieti.go.jp/en/projects/jstar/index.html（日文）

◆基于工作论文的分析，以政策性含义为中心简洁归纳的非学术性论文概要，积极

提出政策建议。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act_dp.html（日文）

大力充实英文和中文网站，不仅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独立策划编辑相关内容，

还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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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TI 宣传活动的一个支柱是以日文、中文、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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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登载研究员的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公开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刊载各研究课题为活跃政策讨论所举办的

政策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和资料，并对个别政策话题集中进行深度报道。此外，在网

站开设的研究员进行政策提案的“专栏文章”栏目中，开辟了“意见投稿栏”，征

询读者意见，完善网上讨论环境。

宣传活动 ③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



METI-RIETI　APEC中小企业政策研讨会

“中小企业与亚太地区：通过两个引擎搞活经济的战略”

（2010/10/01）
若杉 隆平 研究主任兼 FF

宣传活动 ③ -1 研讨会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RIETI-早稻田大学G-COE合办研讨会

日本企业体系的进化：危机后的企业治理再设计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1030701/info.html

时间 2011/03/07
会场 东京会馆

主办 RIETI, 早稻田大学全球COE“企业法制与法创造”综合研究所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会议报告 “如何看待日本企业体系的进化”

嘉宾讨论　市场化的发展及其再研究
　　　　　内部治理的革新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藤田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

宫岛英昭 （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教授、早稻田大学全
球COE“企业法制与法创造”综合研究所副所长、早稻田大学高等
研究所所长）

小佐野广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胥鹏 （法政大学经济系教授）

奈须野太 （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组织课课长） 
新田敬佑 （日生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大杉谦一 （中央大学法科研究生院教授）

菊谷达弥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公共政策合作研究部副教授）

斋藤卓尔 （京都产业大学副教授）

广田真一 （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教授）

松崎裕之 （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部部长）

上村达男 （早稻田大学法学学术院教授、早稻田大学全球COE 
“企业法制与法创造”综合研究所所长）

METI-RIETI　APEC中小企业政策研讨会

中小企业与亚太地区：通过两个引擎搞活经济的战略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0100101/info.html

时间 2010/10/01
会场 长良川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 METI, RIETI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基调讲演 “为实现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
“SMEs and Regions: Innovating in a Global Economy”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藤田昌久 （RIETI所长、CRO，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特任教授，甲南
大学教授）

中山义活 （日本国经济产业大臣政务官）

AnnaLee Saxenian （Dean and Professor ,  School  of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冈本知彦 （NABEYA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苏锦梁 （香港商业经济发展局副长官）

Tulus T. H. TAMBUNAN （Director, Center for Industry and SME 
Studies, University of Trisakti, Indonesia）
冯军 （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爱国者”品牌创建者） 
总裁）

若杉隆平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RIETI 研究主任兼 FF）

RIETI-钏路公立大学地域经济研究中心 合办研讨会

为实现地方性创造的社会创新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0102601/info.html

时间 2010/10/26
会场 钏路公立大学1层 第一会议室

主办 RIETI,钏路公立大学地域经济研究中心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基调演讲 “为实现全体参加型的创造立国——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基调报告　“通过向地方实施外包活跃地方经济——高知县的措施”
“将社会商务的动向变为地方经济的活力——钏路地区的挑战”

嘉宾讨论

演讲者/
讨论嘉宾

小矶修二 （钏路公立大学校长、地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藤田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

中西穗高 （RIETI CF，东京工业大学产学合作推进本部教授）

柚原一夫 （METI北海道经济产业局局长）

大西雅之 （阿寒GRAND HOTEL总经理）

虾名大也 （钏路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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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政策研讨会

重建就业劳动体系——建设富于创造与活力的日本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0041301/info.html

时间 2010/04/13
会场 东海大学校友会馆 阿苏东海厅

主办 RIETI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总论 “就业劳动体系的重建：以解决就业危机与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
问题为中心”

　大会发言 “整合性老年人追踪数据的必要性：以依据劳动政策的实证评估
为例”

“日本的劳动与生产率、经济增长”
“经济的全球化与国内就业”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
讨论嘉宾

藤田昌久 （RIETI所长、CRO，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特任教授，甲南
大学教授）

鹤光太郎 （RIETI SF）
市村英彦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深尾京司 （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户堂康之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
国际协作学专业副教授）

樋口美雄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系主任）

荻野胜彦 （丰田汽车公司人事部部长）

长谷川裕子 （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参与，中劳劳动委员会委
员、全国劳动委员会劳动者方委员联络协议会事务局局长）

水町勇一郎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矢岛洋子 （三菱UFJ调查咨询公司 经济社会政策部主任研究员，
中央大学研究生院战略经营研究科客座教授）

及川耕造 （RIETI理事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重建就业劳动体系——建设富于创造与活力的日本”

（2010/04/13）

宣传活动 ③ -1 研讨会



宣传活动 ③ -2 讲座，研习会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RIETI/G-COE Hi-Sta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for China 
(CIP), India (IIP), Japan (JIP) and Korea (KIP)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0102201/info.html

Date 2010/10/22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 RIETI
Program

Opening Address
Presentation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Construction, challenges and 
applications"
"CIP and Measuring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of Chinese Industries"
"Measuring Chinese Firms' Performance－Experiences with Chinese firm 
level data"
"NBS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Project"
"Measuring Numbers Employed and Hours Worked"
"Results of the KIP Project"
"Results of the JIP Project"
"Measuring Labor Input in Indian KLEMS"
"Measuring Capital Input in Indian KLEMS"
"Data Construction in an Input-output Framework－The Case of China: 
Progresses and problems"
"From EU KLEMS to World KLEMS"
"Ideas of Asian KLEMS"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
Panelists

FUKAO Kyoji （FF, 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MORIKAWA Masayuki （Vice President, RIETI）
Harry WU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Marcel TIMMER （Th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GGDC）, Groningen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FF, RIETI/Gakushuin University）
Yue MA （Lingnan University）
Yang WU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Jianchun YANG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Hak Kil PY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yunbae CHUN （Sogang University）
Keun Hee RHEE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Deb Kusum DAS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
Gaaitzen DE VRIES （Th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GGDC）, Groningen University）
Suresh AGGARWAL （Delhi University）

RIETI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ternational Trade, Firms, and the Labor Market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1020401/info.html

Date 2011/02/04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Lecture Series

"Trad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locating the Value Chain: Offshoring 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DI and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Openness and the Share of Nonstandard Workers"
"Temporary Workers, Permanent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A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Specific vs. general investments under uncertainty"
"Offshoring of Task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Relations at the 
firm level"
"China’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ollege entrance exams 
and admissions"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
Panelists

WAKASUGI Ryuhe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RC & FF, RIETI）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and CRO, RIETI/Professor, Konan 
University/Adjunc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 
Elhanan HELPMAN （Galen L. Ston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Harvard University） 
Richard E. BALDWI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Tzu-Han YANG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ITO Banri （F, RIETI/Lectur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Senshu University） 
Joyup AH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Korea Labor Institute） 
TSURU Kotaro （SF, RIETI） 
SATO Hitoshi （F, RIETI） 
ONO Yukako （Keio Economic Observatory, Keio University） 
ICHIDA Toshihir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of Commerce, Waseda University） 
JINJI Naoto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Economics, Kyoto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FF, RIETI/Professor, Faculty of Economics,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ENDOH Masahiro （Professor,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Keio University） 
H o n g b i n  L I  （ P r o f e s s o r ,  S c h o o l  o f  E c o n o m i c s  a n 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FF,  RIETI/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Frontier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OIKAWA Kozo （Chairman, RIETI）

RIETI Special Seminar
WTO 2020: 21st Century Trade Governance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1020201/info.html

Date 2011/02/02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 RIETI
Program

Presentation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Comments, Q & A "WTO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
Panelists

Richard E. BALDWI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ISHIGE Hiroyuki (CF, RIETI/Former Vice-Minis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METI)
MIZUNO Masayoshi (Direct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Div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Minister's 
Secretaria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WAKASUGI Ryuhe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RC & FF, 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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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③ -2 讲座，研习会

CEPR-RIETI Workshop
Def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Japanese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0070601/info.html

Date 2010/07/06
Venue London Business School, Room LT2
Host RIETI,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Presentation　"A Dynamic Model of Bank Runs" 
Session 2

Presentation　"Japano-Sclerosis"
Session 3

Presentation　"Closely Competing Firms and Price Adjustment: 
Some findings from an online marketplace"

Session 4　Macroeconomic Overview & General Discussion
Concluding Remarks

Speakers/
Panelists

OIKAWA Kozo （Chairman, RIETI）
Richard PORTES （Professor, President, CEPR）
KOBAYASHI Keiichiro （SF, RIETI）
Morten RAVN （Professor,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CEPR）
ARIGA Kenn （Professor, IER, Kyoto University）
Torben ANDERSE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Aarhus and CEPR）
WATANABE Tsutomu （FF, RIETI/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ohn DRIFFILL （Professor,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CEPR）

RIETI Seminar
East Asian Experience and South Korea-Japan Collaboration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0101201/info.html

Date 2010/10/12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Keynote Speech
Presentations and Panel Discussion

"Does Korea Follow Japan in Foreign Aid?－Relationships between 
aid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DI?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Views from Japan and East Asia"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
Panelists

OIKAWA Kozo (Chairman, RIETI)
MAEDA Mitsuhiro (CF, RIETI/Executive Chief Analys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cie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 METI)
Hongshik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Korea University)
KASUGA Hidefumi (Professor, Faculty of Economics, Kansai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FF, RIETI/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Frontier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Bokyeong PARK (Director,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Department,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SAWADA Yasuyuki (FF, RIETI/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RIETI讲座

“关于日本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以水产业为例”

小松正之 教授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2010/05/20）

RIETI讲座

关于日本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以水产业为例
http://www.rieti.go.jp/jp/events/10052001/info.html

时间 2010/5/20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环境经济与政策学会 （SEEPS）
研讨会日程 开幕辞

基调讲演 “水产业的危机与复兴策略”
“关于排放量交易制度”

研究成果 
报告部分

“水产业的历史：日本国内的政策与产业的变迁”
“日本水产环保标签的发展潜力：基于互联网调查的需求分析”
“ITQ的效率性与渔船规模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日本渔业削减成本的潜力”

嘉宾讨论

演讲者/
讨论嘉宾

高桥千秋 （经济产业大臣政务官）

小松正之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柏原恭子 （METI产业技术环境局环境经济企划调查官）

八田达夫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黒仓寿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生命科学研究科教授）

森田玉雪 （山梨县立大学国际政策系教授）

山下东子 （明海大学经济系教授）

东田启作 （关西学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马奈木俊介 （RIETI FF，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环境科学研究科副教
授）

有园真琴 （原山口县水产研究中心主任）

大西学 （立命馆大学衣笠综合研究机构博士后）

大桥贵则 （水产厅渔政部企划课动向分析班课长助理）

胜川俊雄 （三重大学生物资源系副教授）

原田厚 （日本水产株式会社海洋事业推进室主任）

八木信行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农学生命科学研究所特聘副教授）

宝多康弘 （RIETI FF，南山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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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讲座

RIETI10周年纪念讲座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tenth-anniversary-seminar/index.html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讲座日程/
演讲者

第4次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日本的教育问题”
橘木 俊詔 (RIETI顾问/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
第3次　2011年 1月18日（星期二）
“全球化与知识时代的空间经济学”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
第2次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
“雁行布局ver2.0”
青木 昌彦 (RIETI首任所长/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东京财团特别
高级研究员)
第1次　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政治家与官僚的责任分担”
八田 达夫 (RIETI顾问/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



为了有助于广泛普及研究成果，活跃政策讨论，RIETI 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这里介绍的宣传资料全部免费，除了一部分外，还可以

从网站上下载。

RIETI HIGHLIGHT （宣传杂志）

特集报道、研讨会及讲座的会议报告、新书评论、

研究员撰写的专栏等，介绍每季度 RIETI 的最新

活动状况。开设 Research Digest 栏目，针对新

近发表的工作论文（DP）提出的问题、要点及

政策上的应用等采访作者，介绍内容。

A4 版 50 页左右

语言：日文 / 英文（英文只有特别号）

年度报告宣传手册

宣传活动 ④　各种宣传资料

介绍研究成果

RIETI的介绍

全面介绍每年度 RIETI
的全部活动，包括研究

课题和研究成果、成果

普及活动、研究员一览

等内容。

A4 版  60 页左右

语言：日文 / 英文 / 中文

概括介绍 RIETI 的设

立目的、研究成果、

成果普及活动、组织

形式等内容。

语言：

日文 / 英文 / 中文

かきべるわ変うどは

ムテスシ働労・用雇
雇用と労働の問題は、多くの

人々の生活に直結している。

誰しもが安心して働き、個々
人は能力を発揮し、新規産

業が生まれ、企業は成長する
、

そんな「元気な日本」を実現
するための雇用・労働システ

ムとはどうあるべきなのか。

創造的かつ斬新な政策議論
を誘発する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RIETI” の政策シンポジウムで
行われた

有識者の議論や実証データに
基づく研究報告、関連する研

究成果の一端を紹介する。

特　集

CON T E N T S

Symposium

Book review

Non-TechnicalSummary

「労働時間改革」日本の働き
方をいかに変えるか

書評：武石 恵美子 FF

非正規労働者における社会的
排除の実態とその要因

久米 功一 CF／大竹 文雄／奥
平 寛子／鶴 光太郎 SF 

企業業績の不安定性と非正規
労働 

－企業パネルデータによる分
析－

森川 正之 副所長 

私立高等学校の授業料補助が
生徒の中退に与える影響

－日本の教育バウチャーの実
証研究－

赤林 英夫／荒木 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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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と活力溢れる日本を目
指して

2 RIETI  HIGHLIGHT 2010 SUMMER

かきべるわ変うどは

ムムテムムスシスス働労・用雇
雇用と労働の問題は、多くの

人々の生活に直結している。

誰しもが安心して働き、個々
人は能力を発揮し、新規産

業が生まれ、企業は成長する
、

そんな「元気な日本」を実現
するための雇用・労働システ

ムとはどうあるべきなのか。

創造的かつ斬新な政策議論
を誘発する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RIETI” の政策シンポジウムで
行われた

有識者の議論や実証データに
基づく研究報告、関連する研

究成果の一端を紹介する。

特　集

CON T E N T S

Symposium

Book review

Non-TeTT chnicalSummary

「労働時間改革」日本の働き
方をいかに変えるか

書評：武石 恵美子 FF

非正規労働者における社会的
排除の実態とその要因

久米 功一 CF／大／／ 竹 文雄／奥平 寛子／子子 鶴 光太郎 SF

企業業績の不安定性と非正規
労働

－企業パネルデータによる分
析－

森川 正之 副所長

私立高等学校の授業料補助が
生徒の中退に与える影響

－日本の教育バウチャーの実
証研究－

赤林 英夫／荒木 宏子　

RIETI  政策シンポジウム

雇用・労働システムの再構築
－創造と活力溢れる日本を目

指してしし

2 RIETI  HIGHLIGHT 2010 SUMMER

シンポジウムの問題意識

　現在の危機的な雇用問
題を、どのようにして危機

モードから

平時モードに戻すのか。
これまでの短期的な視点

からの雇用

政策を評価し、今後の「出
口戦略」を考える必要があ

る。

　一方、中長期的な視点
から、労使ともにインセン

ティブを高

めあえるような雇用・労
働シス

テムに再構築する必要も
ある。

労働市場の二極化がいわ
れてい

るが、よりマクロの視点
から効

率的な労働再配分を行い
、人口

減少・高齢化問題の克服
、産業

政策・成長戦略を両立す
るよう

な雇用創出を目指すこと
が必要

ではないか。

　さらに、グローバル競
争激化の中での空洞化の

問題への対

応や、イノベーションを促
進させる働き方を労使で

どう確保し

ていくかなど、政府として
包括的な雇用戦略を考え

ていかなく

てはいけない。

短期的な視点：雇用情勢
の現状と評価、出口戦略

　2001年～2003年頃
の雇用調整期（景気低迷

期）と比べ、

今回は労働時間・賃金と
特に非正規労働者による

雇用調整が

大きいという特徴がある
。一方、正規労働者につ

いては、希

望退職の募集や解雇は前
回ほど行われておらず、調

整は比較

的少なかった。これは雇
用調整助成金の影響によ

るものと考

えられる（図1）。

　雇用調整助成金の支
給規模は、第一次オイル

ショック時

や90年代の金融危機後
でも年間 600 億円前後

だったが、

2009年度は6,536億円
と大幅に拡大された。た

だ、こうし

た政策は持続可能とは考
えづらいことから、新た

な出口戦略

を視野に入れる必要があ
る。

中長期的な再構築：企業
と労働者の視点から

　企業は非正規労働者の
問題を十分に内部化して

いるのだろ

うか。確かに有期雇用は
不確実な経済のバッファー

として企業

を支えるが、有期雇用を
多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生産

性が下がる

鶴 光太郎SF

総論：雇用危機と労働市
場の

         二極化への対応を
中心に

図1　雇用調整助成金支
給額の推移

月別雇用調整助成金支給
額

年次別別雇用調整助成金
支給額実績

0
1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002
4
年8
月 月5 月6 月7 月8 9月 月01
月11
月21

002
9
1
年
月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8 月9 月01
月11
月21

102
0
1
年
月 月2

57
67 7
7 87
97
08
18
28
38
48
58
68 8
7 88
98 9
0 91 9
2 93 9
4 95 9
6 97 9
8 99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億円）

（億円）

雇用・労働システムはど
う変わるべきか

　日本の労働市場が直面
する問題は複雑だ。労働

市場の構造的な問題が、
未曾有の経済危機という

循環的な局

面で顕在化する中、危機
後の雇用システムや労働

市場の「かたち」の検討
が求められている。雇用

・労働システム

を再構築して創造と活力
を取り戻すために必要な

ことは何か。RIETIでは、2
010年4月13日に政策シ

ンポジウム「雇

用・労働システムの再構築
：創造と活力溢れる日本

を目指して」を開催（東海
大学交友会館）、学界、

企業、労働、

民間シンクタンクの有識
者を招いて、雇用情勢の

現状や雇用の出口戦略、
雇用・労働システムの再

構築について

議論した。

築構再のムテスシ働労・用雇
－

てし指目を本日るれ溢力活と造創

RIETI  政策シンポジウム
　

Symposium

部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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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1 FRONTIER JAPAN——创建充满活力的移民国家社会 演讲者：坂中英德（社团法人移民政策研究所所长）

2011/3/9 多哈回合的现状与展望 演讲者：北岛信一（外务省特命全权大使（驻日內瓦））

2011/2/23 作为经营战略的工作生活平衡 演讲者：小室淑惠（工作生活平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2/9 敢问各位官僚：日本的对外战略
演讲者：田中均（日本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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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6 如何应对产业广域联合带来的全球化——大田区中小企业的展开与
支援机构的业务战略

演讲者：山田伸显（财团法人大田区产业振兴协会专务理事，法政大学研究
生院创新管理研究科客座教授）

评论员：久野美和子（埼玉大学特命教授）

2011/1/20 卡塔尔的现状与日本的作用
演讲者：北爪由纪夫（财团法人日本航空开发协会副理事长，原外务省驻卡

塔尔特命全权大使）

2011/1/17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and questions for Japan

演讲者：Yves TIBERGHI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0/12/22“通货紧缩”的真面目与对策 演讲者：澡谷浩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地区企划部地区振兴部门参事）

2010/12/16 从APEC日本到FTAAP
演讲者：西山英彦（METI通商政策局审议官）
评论员：浦田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2010/12/13 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亚洲地区一体化 演讲者：寺田贵（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教授）

2010/12/10 Will the Euro Survive?
演讲者：Iain BEGG (Professorial Research Fellow, European Institut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2010/12/8 世界经济复苏分界线的变化与明年的展望——根据内阁府《世界经
济的潮流2010Ⅱ》

演讲者：林伴子（内阁府参事官（负责海外经济））

2010/12/3 安全保障战略的未来——英国与日本 演讲者：细谷雄一（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2010/12/2 回顾上海世界博览会——是否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协调的契机 演讲者：冢本弘（财团法人贸易研修中心理事长，原上海世博会日本政府代表）

2010/11/29 从欧洲看世界愿景
演讲者：住田孝之（JETRO布鲁塞尔中心（日本机械出口组合布鲁塞尔事务所

所长））

2010/11/10 智能电网的本质——欧洲模型与智能社区 演讲者：山家公雄（能源战略研究所董事）

2010/11/4 战后亚洲的形成、变迁与日本：从万隆会议到现代 演讲者：宫城大藏（上智大学研究生院全球研究研究科副教授）

2010/11/1 IMF对世界经济的预测 2010年10月 演讲者：石井详悟（IMF亚太地区事务所所长）

2010/10/26 Investment and Rebalancing in Asia 演讲者：Malhar NABAR （IMF亚洲太平洋局经济师）

2010/10/20 G20 Protectionism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演讲者：Gary Clyde HUFBAUER (Reginald Jones Senior Fellow,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2010/10/18 亚洲综合开发计划及其今后：ERIA的研究活动
演讲者：木村福成（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东亚与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ERIA）主任经济师）

2010/10/5 巴西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日巴关系 演讲者：岛内宪（日本驻巴西大使）

2010/9/28 The WTO: Present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演讲者：Alejandro JARA（WTO副总干事）

2010/9/22 文化创造都市战略：东京的创意产业集群
演讲者：后藤和子（埼玉大学经济系教授）
评论员：高木美香（METI制造产业局Cool Japan办公室主任助理）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 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 2001 年到 2011 年 3 月的九年间共举办了 693 次、其中 2010 年度举办
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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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 ⑤　BBL论坛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0　64  65

* 讲师等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2010/9/17 在统一编号制度、国民ID时代，修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论点——向隐私
信息保护法制的转换与第三者机构的必要性

演讲者：铃木正朝（新潟大学研究生院实务法学研究科教授）

2010/9/15 多样性、工作生活平衡与企业价值 演讲者：河口真理子（大和证券集团总公司CRS办公室主任）

2010/9/13 徘徊歧路的IFRS——关于无法从书本中获得的政治性、实务性讨论 演讲者：Tomo SUZUKI（牛津大学教授）

2010/8/26 对个人和组织都有益的工作生活平衡
演讲者：佐佐木常夫（东丽经营研究所特别顾问）
评论员：西垣淳子（RIETI SF、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部部长）

2010/8/13 从TAMA协会看产业集群的新发展与在海外开展业务

演讲者：冈崎英人（社团法人 首都周边产业活化协会（TAMA协会）事务局局
长）

评论员：涩谷浩（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地方经济产业部门地方技术课课长）
评论员：原山优子（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教授，研究与技术计划学

会）

2010/7/29 Mirrlees Review 及其对日本税制改革的启示
演讲者：森信茂树（中央大学法科研究生院教授，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
演讲者：佐藤主光（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0/7/27 亟需实施大变革的医药产业与中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商务模式 演讲者：永山治（中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7/22 2010年版信息通信白皮书 演讲者：西冈邦彦（总务省信息通信国际战略局信息通信经济室主任）

2010/7/21 IT产业的模块化终结与向整合的回归——iPad的意义 演讲者：田中辰雄（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2010/7/16 关于最新能源形势与迈向2030年的能源政策：新“能源基本计划”与
“能源白皮书2010”

演讲者：笹路健（资源能源厅综合政策课调查宣传室主任）
演讲者：国峰孝佑（资源能源厅综合政策科供求政策部门主任）

2010/7/8 Next Steps for APEC: Options and prospects
演讲者：Vinod AGGARWAL (Director and Professor, Berkeley APEC Study 

Center, UC Berkeley) 

2010/7/5 亚洲引领经济复苏与希腊财政危机的蔓延——根据《世界经济潮流

2010Ⅰ》
演讲者：林伴子（内阁府参事官（负责海外经济））

2010/7/2 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的设立与对东亚共同体的贡献 演讲者：西村英俊（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事务主任）

2010/6/28 关于2009年度专利申请技术动向调查的结果 演讲者：岛野邦彦（专利厅总务部企划调查课课长）

2010/6/25 2010年版通商白皮书
演讲者：片冈隆一（METI通商政策局主任）
评论员：伊藤公二（RIETI SF）

2010/6/22 国际投资协定的意义与课题 演讲者：小寺彰（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2010/6/17 从转换业务组合的经营看化工产业的未来 演讲者：蛭田史郎（旭化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最高顾问）

2010/6/16 产业机构愿景 演讲者：柳濑唯夫（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再生课课长）

2010/6/14 U.S.-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Crisis

演讲者：William W. GRIME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sia, Boston University)

2010/6/11 关于学龄前教育和保育的限制放宽与质量保证：作为发展战略的一环
演讲者：Deborah ROSEVEARE（OECD教育局教育训练政策课课长）
演讲者：田熊美保（OECD教育局教育训练政策课分析员）

2010/6/8 IMF对亚太地区地区经济的预测 2010年4月 演讲者：石井详悟（IMF亚太地区事务所所长）

2010/6/3 脑中风的康复与超老龄社会的健康医疗福利城市的构想 演讲者：酒向正春（初台康复医院脑中风诊疗科科长）

2010/6/2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演讲者：Anna JOUBIN-BRET (Senior Legal Advisor, Division 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评论员：小寺彰（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评论员：三田纪之（RIETI CF，METI电力市场整备课课长，APEC贸易投资委员

会投资专家会议主持人）

2010/6/1 根据谈判与协议的决策与政策形成——以城市规划为中心 演讲者：松浦正浩（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特任副教授）



2010/5/28 日本的学术创投的现状与今后的战略——以日美大学创投事例为中心
演讲者：木村行雄（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创新推进室统辖主任）
演讲者：大冢时雄（秀明大学英语信息管理系讲师）

2010/5/25 Renewable Energy: Overview of global markets and policies and 
prospects for Japan

演讲者：Eric MARTINO（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ISEP）研究部长）

2010/5/19 Raising Growth in Japan: What role can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play?

演讲者：徳冈喜一（IMF亚洲大洋洲局经济师）
演讲者：Murtaza SYED（IMF亚洲大洋洲局经济师）

2010/5/11 Emissions Trading—Latest News From Outside Japan
演讲者：Henry DERWENT（国际排放量交易协会（IETA）总经理兼CEO）
演讲者：David Lunsford (Policy Leader, Emissions Trading,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

2010/5/10 2010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摆脱危机
演讲者：星野光明（METI中小企业厅调查室主任）
演讲者：青木洋纪（METI中小企业厅调查室主任助理）

2010/4/26 生活保障的新生与活性化 演讲者：宫本太郎（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2010/4/22 APEC: Where to now?
演讲者：Peter DRYSDAL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经

济名誉教授兼客座研究员）

2010/4/7 Energy Efficiency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EU
演讲者：Lars BRUCKNER (Chairma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mittee, 

Japan Business Council in Europe (JBCE)/Senior Advisor, NEC 
Europe)

2010/4/1 展望2010年APEC Japan
演讲者：西山英彦（METI通商政策局审议官）
评论员：浦田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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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CRO

藤田 昌久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

研究主任

吉川 洋
一直从事以凯因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日本经济，特别是九十
年代的日本经济分析为主要课题的研究。近年较为关心在老龄化迅
速严重之中，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百分之几的问题，以及宏观经
济学的统计力学式的探讨。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生产率、劳动力、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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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服
务差异化与生产率：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生产率分析）

若杉 隆平 国际经济的实证分析、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关
于日本企业的海外外包研究）

主编

尾高 煌之助
通商产业政策思想史、广域亚洲宏观经济史统计集成、作为史料的公
文书正当保存、现代劳动经济分析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副所长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 ―

高级研究员

后藤 康雄 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组织论 <金融的稳定性与经济结构>（完善RIETI数据）

早川 卓郎
（兼）通商产业政策
史部长

通商产业政策史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入野 泰一
历史学、产业法制（知识产权、中小企业、能源等）、国际政治（安全保
障、国际能源战略等）、创新

―

石井 道远 租税法、税务行政 <围绕“纳税遵从”的国际合作动向与日本的政策应对方式>

伊藤 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计量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古贺 茂明 行政改革与公务员改革、业务重组、竞争政策、消费者信用 ―

加藤 创太
比较政治经济、舆论与投票行动、政党、政治分析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美国政治

―

小林 庆一郎
内生经济成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景气循环理论、不良债权问题、国
债管理和财政重建问题、政治经济体系的经济学分析等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久贝 卓 知识产权、IT战略、出口管理、地区经济振兴等贸易产业政策以及政官
关系等行政学全部领域 <知识产权战略评论与今后的课题>

西垣 淳子 
（兼）通商产业政策
史部长

统治机构论、竞争政策、低生育率对策等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关于90年代的统治结构改革与议院内阁制变迁的研究>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的国际比较与日本企业的课题）

小泷 一彦 ― （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与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法研究课题——市场与法律的制度互补性）

小野 五郎

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政策形成与企划立案、产业结构、新经济理论与
经济熵、地球环境与循环社会、环境伦理、价值观、货币论、系统工学
与智能工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租税理论、外国人劳动力与移
民、中小企业、商务模式、知识产权、国家理念、开发经济学与经济发
展论、信息化、区域经济、经济合作、承包与零件生产结构、组织论、博
览会与展览会、经济思想与宗教论、风土论与日本论 

―

尾崎 雅彦 温室效应问题、环境教育、金融、技术革新 <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田口 左信 ― ―

高仓 成男 国际知识产权政策、专利实务 ―

鹤 光太郎
根据涵盖比较制度分析，信息、激励机制、合同的经济学，法律与经济
学等的“组织与制度的经济学”进行经济体系的分析与研究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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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杉 威一郎 金融政策、金融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市场）、宏观经济、企业金融 <金融、产业网研究会以及物价、工资动态研究会>

山本 雅史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政策 ―

山下 一仁 食品农业政策、中间山地区问题、环境与贸易、WTO农业谈判 <环境与贸易>（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吉田 泰彦 通商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产品制造及其他产业振兴政策 ―

研究员一览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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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3 月）



研究�

伊藤 萬里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创新经济分析
（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关于日本企业的海外外包研
究）（“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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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能源统计以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

加藤 笃行 经济增长、生产率分析、贸易与经济发展
<服务差异化与生产率：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生产率分析>（低生育率老龄化时代的
劳动政策：关于日本劳动市场的基础研究）（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 <有关服务产业绩效的微观计量分析><完善RIETI数据>

中田 大悟
宏观经济学、内生经济成长论、社会保障的经济分析、模拟分析、在日
本可持续的征收方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构筑方法、男女共同参与的社
会

<为构建可持续的政府年金制度，进行宏观经济和财政模拟分析>(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
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佐藤 仁志 国际经济学（以贸易为主）、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田中 鲇梦 国际贸易、文化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

研究调整主任

富田 秀昭 关于R&D与专利的实证研究、创新、温室效应问题、金融 <完善RIETI数据>

教职研究员

中马 宏之 与半导体产业（器件、装置、材料）的竞争力相关的经济和经营分析 <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中技术创新过程的调查和研究——有关电子显微镜、薄膜保护
层、包装技术的个案研究分析>

深尾 京司
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亚洲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创新与全要
素生产率：产业与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日本的
无形资产研究）

古泽 泰治 国际贸易理论、应用博弈理论 <为防止地球变暖的国际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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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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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老龄化时代的劳
动政策：关于日本劳动市场的基础研究）（完善RIETI数据）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开放型经济下的地球变暖对策的理论探讨>

伊藤 隆敏 国际金融论、日本经济论、宏观经济学 <东亚的金融合作与最佳汇率篮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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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口 大司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低生育率老龄化时代的劳动政策：关于日本劳动市场的基础研究>（劳动市场制度
改革）

川滨 升 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金融与资本市场监管、法与经济学、竞争政策
与知识产权政策的界面、消费者保护监管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濑 刚志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古贺 智敏 财务会计、国际会计、知识财产经营、金融、会计 <企业信息公开体系的最佳设计>

小寺 彰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WTO体制的存在方式、投资协定 <贸易相关条约与税制>

久保 文明 美国政治、美国政治外交史 <关于奥巴马政权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动向的研究>

权 赫旭 产业组织论、生产率分析、国际经济学
<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日本的
无形资产研究）

马奈木 俊介 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关于水产业资源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宮川 努 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企业行动、产业结构分析、亚洲经济动向 <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日本企业体制的进化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法研
究课题——市场与法律的制度互补性）

元桥 一之
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统计、计量经济学、生产率国际比较、信息技术
的经济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创新体系论、投入产出分析

<有关开放创新的实证研究>

村本 孜 零售金融（中小企业金融、地方金融、个人金融）、关系型银行、为实现
创新的金融体系、全球化与金融体系

<日本的风险资金供给现状与政策课题>

中村 良平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公共政策 <关于自立型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西 宽 国际政治学、日本外交政策、20世纪国际秩序的变动、日本外交政策
的历史性展开、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国际政治理论学说史

<大国间秩序的变化与日本外交的课题>

榆井 诚 经济学、复杂系统 <法人课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西村 和雄 非线性经济动力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为建设具有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性研究：从复杂系的观点出发>

小川 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东亚的金融合作与最佳汇率篮子的研究>

冈崎 哲二 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发展论 <产业集群与劳动市场>（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

大桥 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与企业行为的实证分析><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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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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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田 康幸 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实地调查 <开发援助的尖端研究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宍戸 善一 公司法、商品交易、法与经济、公司治理、创投企业、合资创投企业
<企业法研究课题——市场与法律的制度互补性>（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日本企
业体制的进化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宝多 康弘 国际经济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产业组织轮 <关于水产业资源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武石 惠美子 人力资源管理、女性劳动论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的国际比较与日本企业的课题>

田中 辰雄 技术革新、情报通信产业、Contents产业 <著作权的最佳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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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linkage）、产学官合作等

<探讨采用多重网络分析指标的新经济指标>(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结构性特征与
今后的课题)

户堂 康之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企业”研究>（开发援助的尖端研究 ）

富浦 英一
国际经济学（主攻有关贸易的计量实证分析）、产业组织论（主攻企
业、事务所的微观统计分析

<关于日本企业的海外外包研究>

宇南山 卓 家庭经济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指数理论 <低生育率老龄化与日本经济——经济增长、生产率、劳动力、物价>

浦田 秀次郎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关于FTA效果的研究>

后 房雄 政治学、行政学、NPO论 <关于日本的第三部门的整体状况及其经营实态的调查研究>

渡边 努 低通胀下的金融政策、流动性陷阱、对外债务的货币构成、财政政策
的效果

<金融、产业网研究会以及物价、工资动态研究会>

吉野 直行 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证研究 <日本的风险资金供给现状与政策课题>

顾问研究员

安桥 正人 经济增长论、产业经济、合同与组织 ―

安藤 元太 经济政策、社会保障、办公环境与智能生产率 ―

青木 洋纪 ― ―

荒冈 拓弥 技术经营、产业论 ―

土井 良治 创新政策、竞争政策 ―

榎本 俊一 ― ―

江藤 学 技术转让、技术管理、标准化 ―

藤井 敏彦
企业的社会性责任 
与产品相关的环境监管

（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藤田 健 ― ―

福永 佳史 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经济学 ―

福山 光博
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体制比较分析、日本型经济模式的发展
史、公共政策的历史与思想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服部 崇 国际关系、环境、贸易 ―

早藤 昌浩
贸易政策、贸易体系、经济史（日本经济、贸易政策、技术发展）、环境
经济

―

林 良造 日美关系、经济结构改革　 ―

日暮 正毅 ― （法人课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细谷 佑二 产业集聚与创新、中小企业、地区产业政策 （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

今井 尚哉 财政政策 ―

今川 拓郎 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论、都市经济学 ―

井上 诚一郎 经济财政的中长期展望 ―

石毛 博行 国际经济、产业、中小企业 ―

石井 芳明 中小企业·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革新政策 （日本的风险资金供给现状与政策课题）

岩本 真行 动学的效率性、产业构造 ―

岩谷 邦明 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

片冈 隆一 日本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 ―

加藤 肇 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

川崎　研一
经济模型分析（宏观计量模式、可计算一般均衡应用模型）、贸易投资
自由化和便利化、管制改革、景气动向、经济前景、宏观经济政策的效
果、储蓄投资动向、工资物价的决定机制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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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3 月）



河津 司 流通政策、流通业的生产率 ―

木原 隆司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政策论、国际公共资财援助与协调及
争端后援助与国际机构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与援助
发展、东亚的老龄化与金融市场

―

木村 秀美 开发援助政策、开发经济、男女共同参与筹划社会、少子化问题 ―

小林 献一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小林 庸平 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非营利部门 (法人课税制度的政策评估)

儿玉 直美 ― （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古濑 利博 地区集群政策、地区创新政策 ―

久米 功一 劳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政策、产业结构 （労働市場制度改革）

仓田 健儿 技术政策、社会的技术治理 ―

黑田 笃郎
中国和东亚的产业与经济、东亚经济一体化、日本企业的海外战略、
开发援助

―

关 志雄 中国经济改革、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日元圈 ―

町井 弘明 ― ―

前田 充浩
金融地政学（国际金融体系的地政学分析）、开发援助论、产业人才培
养、信息社会学

―

增田 雅史 IT社会的法律制度、电子内容流通 ―

松本 秀之
国际金融市场、跨国投资银行、全球信息系统战略、离岸外包与外包、
比较文化

―

松本 加代 通商法、投资协定、国际行政学 <贸易相关条约与税制>

松永 明 ― ―

松冈 秀贡 ― ―

三田 纪之 ― ―

三又 裕生 ― ―

宫崎 由佳 国际贸易、产业组织论、应用微观经济学 ―

守本 宪弘 产业人才政策、中小企业论

宗像 直子 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国际贸易系统 ―

中根 诚人 国际经济、应用计量经济、开发经济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中西 穂高
地区经济学——地区活跃化、产业振兴 
行政外包、远程办公

（活跃地方经济要素的研究）

中野 刚志 ― ―

中尾 泰久 美国政治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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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原 谕 财政的可持续性 ―

小黑 一正
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内生型增长理论、适应人口减少经济的财
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运用代际核算和OLG模式的模拟分析

―

及川 景太 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相乐 希美 Global Governance、通商政策、科学技术政策 ―

斋藤 旬 作为创新必要条件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税制 ―

坂田 一郎 地域群落论、创新政策、税制改革 ―

泽井 智毅 知识产权政策、专利政策、尤其是美国专利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应对 ―

关泽 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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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筱田 邦彦 东亚经济一体化、FTA/EPA、基础设施与系统出口 ―

白石 重明 国际经济、能量、公共政策论 ―

曾根 哲郎 产业政策、产业结构 ―

Chad　
STEINBERG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开发经济 (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住田 孝之 创新机制、知识产权、能源安全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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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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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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际通商体系的综合性研究）

田村 杰 创新政策、研究开发管理、标准化 ―

田中 将吾 ― ―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 ―

寺泽 达也 ― ―

Willem 
THORBECKE Monetary Economics, Financi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东条 吉朗 ― ―

鹫尾 友春
美国的通商政策、美国政治、中美关系、海外投资、世界贸易、美国企
业经营战略

―

渡边 哲也 ― ―

山田 正人 工作生活平衡（W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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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代 尚光 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学
<关于企业行为国际化与国际竞争力的调查研究><有关企业活动的国际化与创新的
调查研究>(关于国际企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市场制度的研究)

吉原 正淑 宏观经济学 (新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与遭遇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方式)

客座研究员

Youn-Hee CHOI Strategy & Policy Development for Innov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including Bioindustry ―

孟 健军 开发经济、产业开发、环境政策 ―

山口 一男

1. 定量数据的分析方法论（事件史分析，分类数据分析） 
2. 家庭与就业、工作生活平衡 
3. 合理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理论 
4. 生活道路与职业行为 
5. 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性不平衡 
6. 现代日本社会 
7. 社会性网络、社会交换、社会传播 
8. 乱用药物的疫病学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的国际比较与日本企业的课题）

趙 偉
海外直接投资资金流与新兴市场经济的企业国际化、中国地方经济
的创业类型、中国的空间经济学课题、贸易理论与政策实务、中国的
制度变化与地方产业化的类型、产业化的比较、主要国家的经济史

―

访问学者

David 
ABRAHAM Natural Resource Security, US Foreign Assistance ―

张 小瑜 国际市场与贸易政策 ―

氏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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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3 月）



研究主任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分会

主编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09　72  73组织结构图

（截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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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各位主任对主要专业研究领域的建设性

意见。2010 年度研究主任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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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长冈 贞男 创新 , 产业组织，经济政策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若杉 隆平 国际经济学，创新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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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制钢股份有限公司顾问董事）

分会委员 小笠原 直（监查法人 Avantia GP 法人代表）

古城 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截至 2011 年 3 月底）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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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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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职位。

（截至 2011 年 3 月底）

（截至 2011 年 3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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