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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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 ：首席研究员

SRA ：高级研究顾问

PD ：研究项目主任

VP ：副所长

SF ：高级研究员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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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 ：研究调整主任

RA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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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1 年度起进入了第三个中期计划期（2011～2015 年度）的 RIETI 设定了 9 个研究项

目，在各项目主任领导下开展着多个研究课题。2012 年度除了继续自 2011 年度起开展的 55
个课题外，又新启动了 8 个课题并开展了研究。作为这些研究的成果，发表了以专业论文形

式撰写的工作论文 137 篇、以即时为政策讨论献计献策为目的的政策论文 20 篇。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还在各课题中积极地举办了由国内外专家和政府政策制

定者参加并深入讨论的研习会等。

　　同时还积极发布研究成果等相关信息。2012 年度，在经合组织秘书长及日本经济产业大

臣等各界领导的参加下，举办了讨论经济产业政策的研讨会和发表东日本大地震相关研究成果

的研讨会等，还完成了通商产业政策史全 12 卷。此外，还启动了重点课题讨论会系列等，选

择社会高度关心的政策课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即时发布 RIETI 有关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进一

步充实了信息发布工作。

　　明年进入第三个中期目标期的后半期。我们将结合这 2 年的成果，并最大限度地充分利

用，继续作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实务的连接点，凝集智慧，并力求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提高国际性

评价。

2013 年 5 月



　　RIETI 成立于 2001 年，是有效并高效地从事政策研究的智囊机构。在成立以来的 12 年

期间，我们开展了重证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同时与政策当局发挥互动效果，获得了国内外

的高度评价。

　　自 2012 年底以来，多年来日元升值的趋势大幅度改观，现在，日本的经济产业正出现

重展宏图的新局面。然而关键在于不能让新局面成为昙花一现的复苏，应通过经济社会结构

改革、创新和全球化等恢复经济活力，争取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民生活进一步富裕繁荣。

为此，首要任务是需要增进企业活力，保证就业稳定增加。

　　在这一局面下，RIETI 于 2012 年度在经济金融、社会保障、劳动问题等多个领域发表了

150 多篇研究论文，举办或与其他机构共同举办了包括有关东日本大地震在内的研讨会和讲

座等，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活动，并提供了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还完善和提供了与研究领域

相关的经济产业和生活方面的数据库，并与国外研究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

　　2013 年度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促进形成经济产业政策开展研究，同时，通过研讨会等

及时提供研究成果。

　　感谢大家迄今给予 RIETI 的支持与鼓励，敬请各位今后继续不吝赐教。

2013 年 5 月

理事长　中岛 厚志

　　从前年 4 月开始，RIETI 进入为期五年的第三期中期目标期间。在此期间，RIETI 的使命

是针对促进日本经济为走上发展之路，实现切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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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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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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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从东日本大地震发生至今已 2 年了，但是为了战胜这个危机，创建新日本，RIETI

将全力以赴，采取积极措施，并从中长期的角度出发，全力推进研究工作。

2013 年 5 月

所长　藤田 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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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至2016年度的5年为RIETI第3个中期计划期。RIETI在第3个中期计划中的主要使命是从理论上支持为使日本经济踏上增长轨道并

稳固增长而进行的总体规划（Grand Design）。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采取了设置9个研究项目及在其下配置多个研究课题的研究体制。

2012年度，我们在一边洞察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一边积极地开展关于地震后复兴、企业竞争力、劳动市场、工作与生活平衡等研究和发布信

息的同时，作为自RIETI第2个中期计划（2006～2010年度）开始长期开展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项目的集大成，完成了《通商产业政策史全

12卷》的发行。

下面我们介绍2012年度RIETI的研究和信息发布活动。

（※文中的职务为当时的情况）

1． 研究活动

（1） 深化研究体制

在第3个中期计划中，始终牢记政府要求的下述“应反映到研究中的经济产业政策的3个重要的视点”，设定了覆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

济政策等广泛政策领域的9个研究项目。由各研究领域的带头人担任项目主任，在其下配置了多个由研究员负责的单个研究课题，通过启动课

题时的集思广益研习会和中期报告会等机会，努力将各研究课题的研究计划和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2012年度除继续实施自2011年度开始的

55个课题外，还新启动了8个课题（→参见P7研究活动）。

应在研究中得到反映的经济产业政策的3个重要视点

 1） 把世界的经济增长纳入视野

 2） 开拓新的增长领域

 3） 创建支撑持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

研究项目 2012年度 研究项目主任 下属的研究课题数

I. 贸易投资项目 若杉 隆平 FF   7

II. 国际宏观经济项目 伊藤 隆敏 FF   6

III. 地区经济项目 滨口 伸明 FF   7

IV. 技术与创新项目 长冈 贞男 FF   5

V. 提高产业与企业的生产率项目 深尾 京司 FF   7

VI. 新产业政策项目 大桥 弘　 FF   7

VII. 人才资本项目 鹤 光太郎 FF   7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项目 深尾 光洋 FF   2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项目 武田 晴人 FF   4

SP.  特定研究（不隶属于研究项目） 11
研究课题总数 63

　

（2） 研究论文

我们公开了157篇研究论文（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PDP））（工作论文: 日文50篇/英文87篇；政策论文: 日文15篇/英文5篇）。（→参见P42 
工作论文/政策论文一览）。

工作论文是以专业论文的形式总结理论性、分析性、实证性的研究成果，政策论文是以即时对当前政策讨论献计献策为目的的论文。原则上

是经过内部评审程序后公布的。

我们公布的所有的工作论文，都是经过分析，以政策性含义为中心进行简洁处理的非技术性概要。同时，其中部分工作论文，是通过作者访

谈制作的“调查摘要”（Research Digest），通俗易懂地介绍研究背景中存在的问题意识、主要要点和政策性含义等。

2　　　特集　2012年度活动概要



（3） 研究合作

自2007年起，RIETI与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共同举办国际研习

会等，积极地开展了研究交流。2012年度，我们加入了主要由CEPR与欧洲的联合机构共同运营的政策门户网站VoxEU.org，通过相互刊登专栏文

章，在向国际发布RIETI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介绍海外的主要论调，为活跃政策讨论做出了贡献。

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之间，我们基于合作备忘录（MOU），接收了该机构的访问学者。同时，我们接收了

来自哈佛大学的实习生。我们还继续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开展联合研究，共同举办研习会，并接

收了访问学者。此外，我们还与各种研究机构共同举办研习会等，开展了研究合作。

2． 信息发布活动

（1） 研讨会、研习会、讲座

2012年度，我们举办了25次研讨会、研习会、讲座，经合组织秘书长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等各界领导也前来参加，积极地普及了研究成果及政策

建议，并发布了信息。其中，举办了2次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复兴和经济发展、经得起灾害的经济形态等政策研讨会，其中1次是在震灾区仙台

举办的。此外，我们发行了以1980年至2000年作为主要对象期间的通商产业政策史全12卷，并借此机会举办了纪念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完成

研讨会“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转变”。我们通过继续举办去年开展的日韩联合研习会及哈佛大学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教授特别讲座

等，介绍了海外的研究，并向海外发布了RIETI的研究成果（→参见P59研讨会、研习会、讲座）。

■RETI政策研讨会

为实现大地震后的复兴与新经济增长（2013/03/22）
RIETI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了多个与复兴相关的研究项

目，开展了有关供应链、产业集群等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同时，我们对

灾区企业的实际状况独自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分析。在本次研讨会

上，我们邀请了企业相关人员和政策当局的官员参加嘉宾讨论，就今

后复兴的方向、如何构建经得起灾害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等问题展开

了深入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32201/info.html

纪念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完成研讨会　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转变

（2013/01/29）
本次发行的通商产业政策史全12卷主要以1980年至2000年为对象

期间。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摆脱了旨在改善个别产业结构的传统型

政策，向改革限制规定和完善竞争环境的经济结构改革推进。在通商

政策方面，在与欧美各国贸易摩擦激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成立、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萌芽等新动向。在本次研讨会上，

由通商产业政策史的执笔人、通商产业政策的起草人及政策研究专

家发表演讲，展开讨论，解析这一时期的通商产业政策的本质，成为

一次讨论今后的经济产业政策应有形态的机会。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12901/info.html

左起：泽田 康幸 FF、户堂 康之 FF、滨口 伸明 PD・FF

武田 晴人 PD・FF 尾高 煌之助 政策史顾问

RIETI-DRC Workshop in Beijin
（2012/08/21）

刊登在VoxEU.org上的小西

叶子研究员、齐藤有希子研

究员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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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课题讨论会

自2012年度起新启动的讨论会系列，目的在于即时对外发布有关社会高度关心的政策课题的研究成果和深化讨论。2012年度共举办了3次
重点课题讨论会。

　

■BBL论坛（Brown Bag Lunch Seminar）

RIETI利用午休时间，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作为讲师，提供与政策事务官员、学术界人士、新闻工作者、外交官等就各种政策进行讨论的平

台。2012年度，举办了62次BBL论坛，在能源和环境、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金融等领域，跨

越产官学的界限，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参见P68 BBL论坛）。

4　　　

2012/10/05 2013/01/24 2013/03/08

PD・FF

SRA・FF

PD・FF

PD・FF

 FF/
 FF

 FF

2012 7 11

Trade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2012 10 12
Pascal LAMY

WTO

2012 6 5

2012 6 19
Fukushima 咲

RIETI SF



（2） 出版物

2012年度作为RIETI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8册书籍（→参见P52出版物一览）。

■《通商产业政策史 全12卷》发行完毕（本年度发行了第1卷、2卷、3卷、7卷、8卷、12卷）

作为第3个中期计划研究项目之一的“政策史及政策评估”，根据第2个中期计划实施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的编纂”课题的研究成果，继续开

展部分相关研究，作为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书籍。至上一年度为止发行了6卷，加上2012年度发行的6卷，共发行了12卷（→参见P32 政策史及

政策评估项目）。

■上述以外的2012年度的出版物

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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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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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

第 7 卷　机械信息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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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发行

　 到2011年度发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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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以季刊形式发行了介绍RIETI最新活动的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并发行了英语版增刊号。每期将时事性主题作为《特辑》进行介绍，在

2012年度的各季刊上论述了日元升值、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经济差距与社会保障、经济政策等。同时，在增刊号上以英文介绍了2012年度RIETI的
活动内容，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参见P67各种宣传资料）。

（4） 网站

在RIETI的网站上，依次刊登了研讨会和讲座的通知、新发表的研究论文和摘要、研究员专栏文章、世界权威学者的专栏“以世界的视点”等

RIETI活动的最新信息，访问次数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丰富网站内容，2012年度创办了“研究员访谈”专栏，由中岛理事长以访谈的形式简洁地介绍研究员的研究内容和问题意识，并与CEPR
运营的政策门户网站VoxEU.org相互刊登专栏等。

此外，为了面向更广泛的阶层发布信息，还开设了RIETI的官方Facebook，在网站的专栏等处新设置了Facebook的“赞”点击键和“Tweet”点
击键，积极地了解读者的意见（→参见P58网站）。

6　　　

日文

日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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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投资

国际宏观经济

地区经济

技术与创新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新产业政策

人才资本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特定研究

研究项目

研究活动



研究项目 III ：地区经济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Ⅲ-１） 关于在全球化与灾害风险环境中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空间结构与供应链的研究 滨口 伸明 FF 16
Ⅲ-２） 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田渊 隆俊 FF 16
Ⅲ-３） 经济集群的形成及其空间类型的秩序创造开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及其在地区经

济政策的应用
森 知也 FF 17

Ⅲ-４）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西 穗高 SF 17
Ⅲ-５）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学到的如何构建坚实的地区经济相关研究 奥村 诚 FF 17
Ⅲ-６） 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中村 良平 FF 18
Ⅲ-７） 组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近性与网络  齐藤 有希子 F 18

研究项目 IV ：技术与创新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Ⅳ-１） 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 长冈 贞男 FF 19
Ⅳ-２）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青木 玲子 FF 19
Ⅳ-３） 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20
Ⅳ-４） 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高桥 德行 FF 20
Ⅳ-５） 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井上 达彦 FF /细谷 佑二 CF 21

研究项目 V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Ⅴ-１） 东亚产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22
Ⅴ-２） 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宫川 努 FF 22
Ⅴ-３） 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 德井 丞次 FF 23
Ⅴ-４） 东亚企业生产率 伊藤 惠子 FF 23
Ⅴ-５） 服务产业生产率 权 赫旭 FF 23
Ⅴ-６） 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清田 耕造 FF 24
Ⅴ-７） 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小西 叶子 F 24

研究项目 II ：国际宏观经济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Ⅱ-１） 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伊藤 隆敏 FF 13
Ⅱ-２）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小川 英治 FF 14
Ⅱ-３） 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小林 庆一郎 SF 14
Ⅱ-４） 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义 渡边 努 FF 15
Ⅱ-５）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 2000年代的经验 祝迫 得夫 FF 15
Ⅱ-６）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Willem THORBECKE, SF 15

研究项目 I ：贸易投资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Ⅰ-１）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若杉 隆平 FF /户堂 康之 FF 10
Ⅰ-２）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川濑 刚志 FF 11
Ⅰ-３） 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析 富浦 英一 FF 11
Ⅰ-４） 关于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的经济分析 石川 城太 FF 11
Ⅰ-５）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小寺 彰 FF 11
Ⅰ-６） 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分析 佐藤 仁志 F 12
Ⅰ-７）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中富 道隆 SF 12

8　　研究课题一览



特定研究（Special Projects）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SP-１） 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 植杉 威一郎 FF 34
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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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P-３） 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治理、组织、战略选择与

绩效
宫岛 英昭 FF 35

SP-４） 完善 RIETI数据 小田 圭一郎 SF 36
SP-５） 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 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提供资金 吉野 直行 FF 37
SP-６） 有关日本第三部门的经营状况与公共服务改革的调查研究 后 房雄 FF 37
SP-７）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围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戒能 一成 F 38
SP-８） 使用 SNS的网络经济分析 松田 尚子 F 38
SP-９）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的合作研究） 佐分利 应贵 CF 38

SP-10） 有关大型灾害后的复兴与保险机制的构建的实证研究——以日本的震灾和泰国的洪水
为例 泽田 康幸 FF 38

SP-11）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藤井 聪 FF 39

研究项目 VI ：新产业政策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Ⅵ-１）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大桥 弘 FF 25
Ⅵ-２） 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青山 秀明 FF 25
Ⅵ-３）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政改革 山下 一仁 SF 25
Ⅵ-４） 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滨 升 FF /大桥 弘 FF 26
Ⅵ-５） 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马奈木 俊介 FF 26
Ⅵ-６）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八田 达夫 FF 26
Ⅵ-７）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 Part2——人口减少、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福利 吉川 洋 FF /宇南山 卓 FF 26

研究项目 VII ：人才资本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Ⅶ-１）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鹤 光太郎 FF 27
Ⅶ-２） 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川口 大司 FF 28
Ⅶ-３） 为构建富于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28
Ⅶ-４） 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看如何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赤井 伸郎 FF 28
Ⅶ-５）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一条 和生 FF 29
Ⅶ-６）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  关泽 洋一 SF 29
Ⅶ-７）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樋口 美雄 FF 29

研究项目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Ⅷ-１） 探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重建财政政策 深尾 光洋 FF 30
Ⅷ-２）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市村 英彦 FF /清水谷 瑜 CF 31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Ⅸ-０） 政策史总论 ※ 尾高 煌之助 政策史顾问 32
Ⅸ-１） 政策史各分论 武田 晴人 FF 32
Ⅸ-２）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橘川 武郎 FF 33
Ⅸ-３）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冈崎 哲二 FF 33
Ⅸ-４） 通商产业政策 •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历史研究 武田 晴人 FF 33

※以下虽然是 2011年度的研究课题，但是与其他政策史各论文一起公布研究成果是在 2012年度，因此，作为参考记录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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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Ⅰ-１）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课题主任：若杉 隆平 FF / 课题副主任：户堂 康之 FF

＜课题概要＞
　　人们期待日本经济走出“失去的20年”的低增长转向新的高速增长，实现日本的新生。但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日本的社会

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要想克服面临的危机，摆脱迄今的低经济增长趋势，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就需要在广泛领域实现重大转变。在第二期

研究计划期间，我们将“企业的国际化（出口与海外生产）”视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以企业的异质性和国际化为基础，反复进行了理论分析

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课题将包括下述各项内容：（1）在关于日本企业和产业的国际化的研究

中，加入分析大震灾给企业和产业带来的变化作为新视角；（2）针对企业国际化（贸易和海外投资）、全球市场中的生产网络和产业集群、电力

和原材料供应危机的影响和变化的对策、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及跨国技术转让与企业的出口和增长、企业的研究开发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制

度、企业的出口与雇用结构、产业的异质性和近邻地区的属性与比较优势的决定性因素等进行分析；（3）以产业、企业和成套设备层面的微观

数据为基础，加上当地调查等，展开有特色的实证研究；（4）从全球视角理清日本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课题及问题，提出政策性

建议。此外，关于与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将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

本研究课题由下述各项内容组成：

1）　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对地震前后的日本经济、东北和北关东地区的经济变化进行分析。

2）　对包括供电制约在内的供应危机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以及日本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3）　对日本企业的出口给就业带来的影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企业研究开发与贸易、企业的国际化与跨国技术转让进行分析。

4）　对产业的异质性与比较优势、出口与外包、近邻地区的属性与比较优势进行分析。

5）　对中国市场的企业集群和国际化（出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地震后恢复业务所需时间的决定性因素：东北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若杉隆平、田中鲇梦）（DP 13-J-002）
电力供给与产业结构（佐藤仁志）（DP 12-J-007）
Why is Exporting Hard in Some Sectors? （Anders AKERMAN, Rikard FORSLID and OKUBO Toshihiro） （DP  13-E-015）
Firm Productivity and Exports in the Wholesale Sector: Evidence from Japan （TANAKA Ayumu） （DP 13-E-007）
Open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ITO Banri and TANAKA Ayumu） （DP 13-E-006）
Regional Variations in Productivity Premium of Exporters: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OKUBO Toshihiro and TOMIURA Eiichi） （DP 

13-E-005）
The Effects of FDI on Domestic Employment and Workforce Composition （TANAKA Ayumu） （DP 12-E-069）
Effects of Ownership on Exports and FDI: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AKASUGI Ryuhei and ZHANG Hongyong） （DP 12-E-058）
Productivity and FDI of Taiwan Firms: A review from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WAKASUGI Ryuhei and NATSUHARA Takashi） （DP 12-E-

033）
Networked FDI: Sales and sourcing patterns of Japanese foreign affiliates （Richard BALDWIN and OKUBO Toshihiro） （DP 12-E-027）

METI-RIETI研讨会

“为实现大地震后的复兴与新经济增长”（2013/03/22）

研讨会

“Yokohama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rms” （2012/12/12-13）
“DRC-RIETI研讨会” （2013/08/21）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Ⅰ-１）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METI-RIETI研讨会
“为实现大地震后的复兴与新经济增长”（2013/03/22）

若杉 隆平 SRA & PD & FF

贸易投资 研究项目主任　若杉 隆平

日本经济的增长与世界经济的变化密不可分。本项目关注企业国际化（出口与海外生产）

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国际化企业的研究开发、创新、国际技

术转让、雇用、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同时，从实证和法律制度方面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WTO、RTA）进行研究。进而对大地震引起的外来冲击对企业和产业的影响、复兴后的生

产网络变化和贸易结构变化、供给制约和日本经济的结构变化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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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Ⅰ-２）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课题主任：川濑 刚志 FF

＜课题概要＞
　　本期的主要课题是从法律和经济的视点分析文化媒体产品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最近，关于新增长战略的必要性受到广泛关注，人们早已

指出，日本在文化内容产品的出口方面拥有优势，发挥这种优势的具体措施就是“酷日本”（Cool Japan）构想。但是一般认为，对文化媒体产品

和服务产业的保护与国家认同、言论自由等宪法意义上的关注事项密切相关，其贸易和投资未必适用于自由化。本研究课题将从法学和经济

学两方面探索现行规定的问题所在以及对文化媒体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最佳限制方式。

　　除此之外，本课题还将继续实施上一期的WTO判例研究和补贴规定研究。

Ⅰ-３）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析
课题主任：富浦 英一 FF

＜课题概要＞
　　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正面临困境，对于人口减少、低生育率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日本来说，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已经成为左右国家前

途的重要问题。因此，本研究课题的目标是，就成为日本当前课题的对具体贸易政策的支持在全国实施大规模调查，以每个人的年龄、职业、教

育、居住地等特性对支持贸易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为中心进行计量性实证分析，进而从中抽取和整理有助于实现对日本来说现实而合理的贸易

政策的信息。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Endowment Effect and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individuals （TOMIURA Eiichi, ITO Banri, MUKUNOKI Hiroshi 
and WAKASUGI Ryuhei） （DP 13-E-009）

Ⅰ-４）关于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课题概要＞
　　提高生产率和技术能力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企业通过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等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率和技术能力。此

外，近年来，随着日本企业的并购和向海外转移业务，还发生了技术转移和流出等。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围绕企业技术的各种论点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就技术问题，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对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论点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

的分析，从中得出有关提高生产率和技术能力的有益的政策性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Negativ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unusual suspects? （TAKECHI Kazutaka） （DP 12-E-057）
An Eaton-Kortum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NAITO Takumi） （DP 12-E-055）

研讨会

“全球化经济中有关技术的经济分析”（2013/01/28）

Ⅰ-５）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课题主任：小寺 彰 FF

＜课题概要＞
　　以法律保护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迫在眉睫的课题。保护方法有，第一，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BIT、EPA、
FTA、TPP）；第二，在各种协定中设置ISDS条款，以此为根据，投资者（投资企业）本身向投资协定仲裁起诉接受投资的国家，要求解决事件。目

前，保护投资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得到加强，“国际投资法”也由此迅速形成并发生变化。本研究的目的是从法律和法律政策的视点，对现代有关

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分析，获得有益的政策性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禁止履行要求规则的法律结构（玉田大）（PDP 12-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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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Ⅰ-６）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分析
课题主任：佐藤 仁志 F

＜课题概要＞
　　正如WTO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所反映的那样，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走进了死胡同，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的是地区协定形式的贸易自由化。这

种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重大变化产生了两大政策性课题，一个是在地区协定方兴未艾的前提下，多边贸易体制应如何定位；另一个是随着谈判

领域的多样化，贸易自由化的优势变得不明确（例如围绕日本参加TPP谈判的讨论）。

　　本研究会的目的是根据这种政策上的课题，从经济学的观点对贸易协定相关的事项进行分析。关于贸易协定的经济分析已有许多先行研

究的积累，贸易协定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及其效果等已经得到明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把分析焦点置于商品贸易，而对于在直接投资、海外承

包、服务领域的贸易等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经济活动中，贸易协定所发挥的作用尚未进行充分的分析。而且，（包括商品贸易在内）与理论相比，

实证分析的积累还很少。本研究会希望把这些领域也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课题由下述课题群构成。

（1）关于特惠贸易协定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分析

（2）放宽外资限制等如何影响改善直接投资环境和个别企业的分析

（3）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与服务企业的活动的分析

（4）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ffect on trade: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non-tariff liberalization
（5）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产生的生产要素转移及其影响的分析

（6）关于最惠国待遇免费搭车（Free ride）的实证分析

Ⅰ-７）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课题主任：中富 道隆 SF

＜课题概要＞
　　体现在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由于多哈回合长期得不到进展而流于形式。自1993年签署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之后，已经过去了18年，

多哈回合的结果仍然遥遥无期。为了巩固日本支持世贸组织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础，本研究课题将对下述事项进行探讨。

（１）探讨世贸组织的改革问题

探讨为结束多哈回合和今后改革世贸组织应做些什么，在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２）探讨诸边贸易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诸边贸易协议中的金融服务协议、基本电信协议及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本课题研究人员对亲身

参与并做出贡献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2011年10月签署）的事例进行分析，在参考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对今后在贸易

领域签署诸边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及其局限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并提出建议。

（３）探讨“新领域”的贸易规则

多哈回合除了进展“迟缓”外，还有谈判对象“稀少”的问题，这成为产业界对世贸组织的关注有所减退的重要原因。本研究课题选择与企业的

国际活动关系密切的领域（例如标准认证）进行探讨，在多边、诸边、双边等各个框架中探讨和总结如何处理的基本思路和解决方案。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Exploring Future Application of Plurilateral Trade Rules: Lessons from the ITA and the ACTA （NAKATOMI Michitaka） （PDP 12-P-009）

RIETI-JETRO研讨会

“贸易投资的全球治理——为保护自由贸易”（2012/06/07）

属于贸易投资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2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Foreign Visitors to Japan（TANAKA Ayumu） （DP 13-E-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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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１）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课题主任：伊藤 隆敏 FF

＜课题概要＞
　　汇率转嫁（汇率变化引起的进出口和国内价格的变化）的程度是汇率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对决

定汇率转嫁的微观（企业）行为（设定进出口价格、选择结算货币、汇率风险管理）进行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分析，弄清下述问题：（1）测算日本的

汇率转嫁率，讨论汇率转嫁率的不完全性对宏观政策效果产生的影响；（2）弄清企业层面的结算货币选择、汇率风险管理、设定价格的决定性

因素；（3）分析放宽资本限制给以日元结算的交易带来的影响，预测新兴国家放宽货币资本限制给国际货币体制带来的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构建日本各产业名义实效汇率数据库

http://www.rieti.go.jp/users/eeri/index.html（日文）

Ⅱ
国际宏观经济 研究项目主任　伊藤隆敏

在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的情况下，需要思考日本经济如何借助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如

何在亚洲实现均衡的、可持续性增长。本研究项目将探讨亚洲地区的货币篮子的作用等制

度方面的基础设施，并从宏观经济和企业层面的视点，对汇率转嫁和结算货币选择等各种

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在考虑对汇率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以重建财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

政策方式，弄清长期通货紧缩的机制，寻求摆脱方案，对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宏

观金融、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公司金融等不同领域展开研究。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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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Ⅱ-２）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 FF

＜课题概要＞
　　在东亚，清迈协议呈现多边化，地区内流动性供给框架终于完成，而且已经决定成立监测组织（AMRO），预计今后对流动性供给的启动条

件将展开热烈讨论，其中对妥当的汇率制度的讨论将会越来越热烈。本研究课题对于亚洲货币的水平和波动提出了使用货币篮子作为新评估

标准的建议。所谓货币篮子也有几种不同形态，如组成篮子的货币及其权重、有无对通货膨胀率的调整等。货币篮子有下述三种概念：第一，使

用亚洲统一货币篮子（AMU）的AMU偏离指标；第二，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行情；第三，均衡汇率行情。本研究的目标是，提议使用这些概念建

立新的汇率波动和汇率政策评估标准，并利用经济监测方式。同时，通过把这些指标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为稳定地区内汇率行情找出对东亚

新货币体制的政策含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he AMU Deviation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Adjusted by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OGAWA Eiji and 
WANG Zhiqian） （DP 12-E-078）
Industry-specific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for Japan （SATO Kiyotaka, SHIMIZU Junko, Nagendra SHRESTHA and ZHANG Shajuan） （DP 

12-E-044）
Th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Industry-specific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in Japan （SATO Kiyotaka, SHIMIZU Junko, Nagendra 

SHRESTHA and ZHANG Shajuan） （DP 12-E-043）
Are the “ASEAN Plus Three” Countries Coming Closer to an OCA? （KAWASAKI Kentaro） （DP 12-E-032）

RIETI-CASS-CESSA Joint-Workshop

“Establishing Surveillance Indicators for Mone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2012/10/26-28）

中日韩研讨会

“地区内货币金融合作”（2012/05/24）

相关网页

关于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偏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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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３）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课题主任：小林 庆一郎 SF

＜课题概要＞
　　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课题将通过开放经济FTPL模型等的理论分析，对财政问题的相关政策方式进行研究。例如，探

讨为了避免或减缓国债暴跌，政府部门增持国外资产的政策是否有效等，并对国债价格下跌引起银行危机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预防对策。此

外，还对包括金融危机、代际平衡性问题等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课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Banking in the Lagos-Wright Monetary Economy （KOBAYASHI Keiichiro） （DP 12-E-054）
Demographic Change and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KOBAYASHI Keiichiro） （DP 12-E-053）
Persistent Productivity Decline Due to Corporate Default （KOBAYASHI Keiichiro） （DP 12-E-052）

政策论文

关于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 （小林 庆一郎）（PDP 13-P-004）

Ⅱ-２）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中日韩研讨会

“地区内货币金融合作”（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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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Ⅱ-４）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义
课题主任：渡边 努 FF

＜课题概要＞
　　在日本物价下跌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本课题利用微观价格信息，弄清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机制，探讨为摆脱长期通货紧缩所需要的政

策。以往的物价研究，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统计是主流。但是，使用统计的分析存在局限。本课题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设定价格行为进行详

细的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采取近距离观察宏观物价变化动态的方法。避免把长期通货紧缩视为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作为与经济实体性侧

面（实体经济长期停滞）密切相关联的现象。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How Fast Are Prices in Japan Falling? （IMAI Satoshi, SHIMIZU Chihiro and WATANABE Tsutomu） （DP 12-E-075）

Ⅱ-５）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课题主任：祝迫 得夫 FF

＜课题概要＞
　　雷曼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带来了比GDP下滑更严重的世界贸易大幅度下降—Great Trade Collapse，日本虽然没有卷入金融危机，但是

由于出口急剧下降而陷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本研究课题将使用详细的数据，弄清Great Trade Collapse对日本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机制，

同时探讨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的经济缓慢复苏时期，随着全球化加强了对出口的依赖，并在面临全世界以能源价格为首的商品价格暴涨

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发生了怎样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

Ⅱ-６）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课题主任：Willem THORBECKE, SF

＜课题概要＞
　　本课题主要研究东亚的生产网络。生产和流通网络错综复杂是这一地区的特点。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熟练劳动者生产的高性能技术集约

型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和东盟（ASEAN）各国，由廉价劳动者组装，再出口到亚洲以外的地区。东亚出口引起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高度不平

衡。本研究课题通过考察泰国洪水、日本大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和日元升值等众多冲击性事件，研究东亚生产网络的进化过程。此外，对由此附

带发生的不平衡能否持续、怎样才能向亚洲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终端商品、以及汇率变动会对贸易产生什么影响进行研究。我们期待本研究

成果具有政策上的意义。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内部，民间部门逐渐走向完全一体化，然而与此相反，目前在制定政策者之间却几乎没有对汇

率问题进行讨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Estimating Trade Elasticities for World Capital Goods Exports （Willem THORBECKE） （DP 12-E-081）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Germany's Exports （Willem THORBECKE and KATO Atsuyuki） （DP 12-E-067）
The Short- and Long-Run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he Japa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Willem THORBECKE） （DP 12-E-019）

政策论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Willem THORBECKE and Nimesh SALIKE） （DP 13-P-003）
East Asian Supply Chains and Relative Prices: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Willem THORBECKE） （PDP 12-P-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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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１）关于在全球化与灾害风险环境中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空间结构与供应链的研究
课题主任：滨口 伸明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由三部分研究组成，第一是关于全球化对日本产业的空间体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对近年来日本企业在国内和国外选址的因

素进行分析，弄清日本产业在东亚的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之上分析给地区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的集群经济的质与量，明确其对地区政策的意义。

第二是研究企业在充分考虑供应链的灾害风险时对经济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通过在东日本大地震中成功复兴的企业事例，得出明确的经验

教训。第三是分析全球化课题中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给地区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带来的影响，进行有关地方政策方式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Resource-based Regions, the Dutch Disease and City Development （TAKATSUKA Hajime, ZENG Dao-Zhi and ZHAO Laixun） （DP 13-E-
001）
By a Silken Thread: Regional banking integration and pathways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Japan's Great Recession （Mathias 

HOFFMANN and OKUBO Toshihiro） （DP 12-E-026）

政策论文

“关于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企业遭受损失的调查”结果及其考察（滨口 伸明）（PDP 13-P-001）

Ⅲ-２）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课题主任：田渊 隆俊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由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在实证研究方面，使用日本的数据分析针对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创业者选址，并通过弄清经济增

长与城市化和产业化的相互关系，为日本的产业选址政策提供助益。在理论研究方面，关注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城市体系的发展过程

为中心进行分析。在弄清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佳状态的基础上，提出有益于社会的城市政策。无论在哪个研究方面，城市发展都不会止于特定地

区，因此应从全球化的观点探讨城市经济。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Doe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aithfully Describe Reality? （TABUCHI Takatoshi） （DP 12-E-071）
Trade Costs, Wage Difference, and Endogenous Growth （TANAKA Akinori and YAMAMOTO Kazuhiro） （DP 12-E-070）
Capital Mobility—A resource curse or blessing? How, when, and for whom? （OGAWA Hikaru, OSHIRO Jun and SATO Yasuhiro） （DP 12-E-

063）

研究课题介绍

Ⅲ
研究项目 地区经济 研究项目主任　滨口伸明

把日本地区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一环，探讨城市、地区或产业的增长，并提出政策性建议等。

具体来说就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市场机制作用下日本国内及国际性地区体系

的形成、企业集群的机制、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等，从国家经济增长和效益最大化的

观点，探讨合理的地区政策，并研究地区划块和社区的最佳规模。此外，还将探讨日本企业

的供应链方式和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区的复兴问题，进而研究有效利用地区资源等的中小

企业的经营战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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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Ⅲ-３）经济集群的形成及其空间类型的秩序创造开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及其在地区经济政策的应用
课题主任：森 知也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由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在实证方面，开发系统性的统计方法，用来在地图上找出产业集群地，分析其空间类型。通过明

确每个产业的集群数量、规模和位置，检测出产业之间及产业和人口之间的集聚，计算分析地区特性和集聚规模之间的关联性等，以了解现实

中的集聚类型及其秩序，提示可实现的集聚情况。进而将开发的方法适用于专利和交通数据等领域，并分析更为普遍的经济活动的集聚类型。

在理论方面，构建空间经济模型，再现通过实证研究了解的集聚类型，弄清形成集群的机制，同时通过政策模拟，对以形成集群为基础的地区

经济政策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 Spatial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Agglomeration Determinants （MORI Tomoya and Tony E. SMITH） （DP  13-E-014）
A Probabilistic Modeling Approach to the Detec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MORI Tomoya and Tony E. SMITH） （DP 13-E-013）

Ⅲ-４）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课题主任：中西 穗高 SF

＜课题概要＞
　　东日本大地震使广泛的地区失去了产业基础设施和地区资源，其中有的地方政府自身也遭到毁坏。而且，支撑各地区的社会结构也遭到

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状况下，各地区要想今后继续自立更生不断发展，就需要提出新的地区存在方式和框架。

　　本研究将讨论作为新的地区存在方式的基层地方政府形态，同时，论述“新公共”对地方政府的存在方式产生的影响。此外，还对基层地方

政府集合体的广域经济圈进行论述。进而作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对产学官合作的地区经济效果和通过利用电动汽车搞活边缘地区的效果进行

论述。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充分利用地区资源的企业对搞活地区经济的相关政策性研究（坂田 淳一、铃木 胜博、细矢 淳）（DP 13-J-017）

Ⅲ-５）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学到的如何构建坚实的地区经济相关研究
课题主任：奥村 诚 FF

＜课题概要＞
　　以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研究人员为中心，对如何构建牢固的地区经济开展三项研究。

　　第一是关于弄清发生灾害时的物流实际状态的研究，汇集对相关企业和市、町、村的采访数据、企业发货进货记录数据以及交通流量观测

数据，弄清物流的实际状况，提出防备下次大规模灾害的课题。

　　第二是关于发生灾害时筹集燃料的地区科学研究，弄清全国供给能力下降及消费者筹集燃料的行为变化在扩大不平衡的同时进一步下

降和变化的机制。

　　第三是关于在恢复交通和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时伴随的空间经济对历史的依存性及动态学上的非统一性的研究，根据灾后恢复过程中居

民和企业的选址行为对地区政策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3.11后东北地区石油产品供需差距的推移——从发生到缓解（赤松 隆、山口 裕通、长江 刚志、园山 琢也、稻村 肇）（DP 13-J-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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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Ⅲ-６）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课题主任：中村 良平 FF

＜课题概要＞
　　接受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事实，思考如何建设耐风险可持续发展的地区，从下述两个视角推进研究：一个是大地震这一灾难之后，在从复

原到复兴的过程中，以东北地区为中心，日本的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体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预测未来的侧面对此进行分析和考察。

另一个是，什么样的产业集群和地区间的产业关联结构带来地区自立更生和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今后的日本来说是否有益，从规范的侧面对

此进行分析和考察。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是指地区创造出有效利用该地区资源的资财和服务，并通过向外部转移，来吸引对本地区内的投资，然后通

过使这些到手的资金在地区内循环，防止资金外流。这种自立的地区经济体系就是可持续发展。所谓耐风险，就是每个地区都逐步实现这种状

况。

　　第一个研究方法是，在对地区经济状况进行检验的同时，将日本分为多个广域区块，对各个经济圈的动向，把地震后的经济体系按照一定

的规范化标准进行积极的模拟分析。通过这样的方法，对包括城市规模分布在内的经济圈之间分工合作的方向性，以及采用优越的地区经济

体系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手段进行考察。第二个研究方法是，通过在第一个研究方法中采用规范化标准，对地区经济的状况加以定量性阐述。然

后，推导出接近满足该标准的经济体系的各种条件，指出政策性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使用两地区间的SAM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负供给冲击和复兴的经济波及效果进行乘数分析（冲山 充、德永 澄宪、阿久根 优子）（DP 12-J-
024）
Empirical Analysi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Japanese Assembly-typ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 1985-2000: Using a flexible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TOKUNAGA Suminori, KAGEYAMA Masahiro, AKUNE Yuko and NAKAMURA Ryohei） （DP 12-E-082）

政策论文

东北地区引进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果：根据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对引进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分析（石川 良文、中村 良平、松本 明）（PDP 
12-P-014）

Ⅲ-７）组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近性与网络
课题主任：齐藤 有希子 F

＜课题概要＞
　　作为产业集群政策和城建计划等的理论根据，人们指出了经济活动中的集群效果，并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ICT（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

等，地理上的接近性可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智能城市构想等兼顾环保的新型城市受到欢迎。要想兼顾经济活动和环保两方面，重要的是重

新评估集群效果，制定城建计划，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城市复兴计划也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集群的优势。

　　本研究课题分析集群效果作为一种机制在企业间交易和知识波及中距离的重要性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领域

有哪些差异。此外，还细致分析集群效果的波及通道，构建模型，并使用构建的模型评估震灾等冲击的波及效果和救灾效果。进而从更深层的

发明人层面分析知识的波及效果，评估政府研究机关的作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东日本大地震对灾区以外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从供应链看企业间的网络结构及其意义（齐藤 有希子）（DP 12-J-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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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Ⅳ-１）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
课题主任：长冈 贞男 FF

＜课题概要＞
　　本课题承接从第二期开始实施的“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的结构性特征与今后的课题”，利用在第二期时只构建了数据的课题、由于受时间等

制约没能充分开展研究的课题、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日美欧三方发明人调查的结果、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国内外专利数据库等来推进研究，并

推进国际合作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从发明者看21世纪初的日本创新过程：强化创新能力的课题（长冈 贞男、冢田 尚稔、大西 宏一郎、西村 阳一郎）（DP 12-J-033）
专利作为私人经济价值指标的引用和三元闭合（和田 哲夫）（DP 12-J-030）
Life-cycle Productivity of Industrial Inventors: Education and other determinants（ONISHI Koichiro and NAGAOKA Sadao）（DP 12-E-059）

RIETI创新讲座

“经济与美国新专利法”（2012/10/17）

Ⅳ-２）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课题主任：青木 玲子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在法律和经济的框架下分析标准与创新的关系，并对新的标准化政策提出建议。其中尤其关注伴随技术更新换代的标准和包

罗几个不同产业的标准（例如：智能电网包括电力和通讯技术，Brain Machine Interface包括精密机械和医疗）的存在方式和在政策上的需求。

为此，根据专利数据、标准团体出版的标准规格及个案分析等，分析已实现了标准化的信息通讯和测算技术的标准化过程、标准团体、专利群

的形成过程以及标准规格专利的许可证形态。通过分析，以实证和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把握技术和创新政策中的标准化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标准和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与政策（青木 玲子、新井 泰弘、田村 杰）（PDP 12-P-017）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技术与创新 研究项目主任　长冈 贞男

创新的根本是创造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本研究项目以日美欧三方发明人调查为主，开发

能够掌握创新过程的原始数据，进行有助于开展国际水平的研究和有理有据的政策形成

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对专利制度等知识产权制度的方式、知识转让和人才移动、产学合

作、技术标准、在创新方面的外部合作、促进创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创业者精神的国

际比较等广泛的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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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Ⅳ-３）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元桥 一之 FF

＜课题概要＞
　　日本创新体系的特点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理主义，随着技术革新的进展和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开展与外部合作的开放式创新日趋重

要。但是一般认为，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开放性创新措施相对落后。而且，创新的外部合作形态因行业而不同。例如，在医药品产业，以

必要的化合物的引进和输出为中心，而在电子产业，产品和业务领域日益复杂化，环保体系的形成变得非常重要。此外，要想构建外部合作十

分活跃的网络型创新体系，搞活产学协作和扶持填埋“死亡之谷”的创投企业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在此，分别根据有关创新的各个技术领域和

行业的特点，通过与美国等进行国际比较，弄清日本开放性创新的现状和课题，推导出政策性含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创业活动与人力资本：采用RIETI创业者问卷调查展开的实证研究（马场 辽太、元桥 一之）（DP 13-J-016）
Determinants of Essent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Manufacturing firms vs. non-

manufacturing patentees （KANG Byeongwoo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2-E-042）
Open Innovation and Firm's Surviv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y using a linked dataset of patent and enterprise census （MOTOHASHI 

Kazuyuki） （DP 12-E-036）

政策论文

日本企业开放性创新的新潮流：对大型制造厂商的采访调查结果和考察（元桥 一之、上田 洋二、三野 元靖）（PDP 12-P-015）

产业综合研究所公开实验室 演讲会

“活用大数据（Big Data）创造未来社会　第一部—AIST、IPA、RIETI联合策划—”（2012/10/26）

Ⅳ-４）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课题主任：高桥 德行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要弄清创业活动（entrepreneurship）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日本的创业活动萎靡不振的状况。研究题目为下述三点，①不同国

家创业活动的差异；②经济活动与创业活动的相关性；③产生创业活动差异的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对如何以健全的形式搞活日本的创业活动

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在实证研究方面，以“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为中心进行。GEM由三部分构成，①一

般成人调查（各国最少2000个样本）；②专家调查；③宏观数据（GDP、失业率等）。日本从1999年首次调查开始参加，现在该调查已成为在59个
国家（2010年）实施的世界规模的调查。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高桥 德行、矶边 刚彦、本庄 裕司、安田 武彦、铃木 正明）（DP 13-J-015）

研讨会

“日本的创业活动的特征—以创业活动与创业态度的关联性为中心—”（2013/01/21）

Ⅳ-３）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产业综合研究所公开实验室 演讲会

“活用大数据（Big Data）创造未来社会　第一部—AIST、IPA、RIETI联合策划—”
（201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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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Ⅳ-５）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课题主任：井上 达彦 FF / 课题副主任：细谷 佑二 FF

＜课题概要＞
　　在中小企业政策方面，2000年修改了“中小企业基本法”，转变方向，积极扶持发挥独立能动性和创造性、创造新价值的企业。10年后的今

天，人们要求采取能够带来切实成果的更高水平政策。本研究课题针对成功的“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关注构成其成功基础的“经

营战略”与围绕该企业的各种博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系的关联性，分析产品制造的“全球利基首位产品（Global Niche Top）”企业和拉动“酷

日本（Cool Japan）”的信息产品方面的中小企业等事例，并在此基础上，对正确的扶持计划等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中小制造业经营者协作组织的形成及构建协作关系能力的研究（稻垣 京辅）（DP 13-J-021）
对代表全球利基首位产品企业战略的制造业优良中小企业和骨干企业的研究——关于日本利基首位产品战略企业的问卷调查（细谷 佑二）

（DP 13-J-007）
形成创新的“结缘”和“深化纽带”：音乐产业的价值创造网络（井上 达彦、永山 晋）（DP 12-J-035）

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2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研讨会

“Asia KLEMS 数据库管理讨论会”（2012/07/05-06）

国际研讨会

“标准与技术的生命周期、世代交替与相关课题”（2012/04/12-13）

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其他）
研讨会

“Asia KLEMS 数据库管理讨论会”（2012/07/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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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１）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课题概要＞
　　对于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日本来说，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本课题与一桥大学全球COE项目“构筑社会科学的高级统计与

实证分析基地”（G-COE Hi-Stat）合作，每年更新日本产业生产率（JIP）数据库，分析日本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率动向。同时，构建中国产业生产率

（CIP）数据库，分析中国经济。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政府统计尚不完善。此外，还与哈佛大学的World KLEMS项目以及欧盟的

国际产业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项目合作，使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动向比较成为可能。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及刘易斯拐点（深尾 京司、袁 堂军）（DP 12-J-015）
Offshoring Bias in Japan’s Manufacturing Sector （FUKAO Kyoji and ARAI Sonoe） （DP 13-E-002）
Measuring Gross Output, Value Added, Employmen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t Industry Level, 1987-2008—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P Database （Round 1.0） （WU Harry） （DP 12-E-066）
Accounting for Labor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 1949-2009 （WU Harry and YUE Ximing） （DP 12-E-065）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Lewisian Turning Point （FUKAO Kyoji and YUAN Tangjun） （DP 12-E-056）

相关网页

JIP数据库2011（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1/index.html）

CIP数据库2011（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1/index.html）

Ⅴ-２）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课题主任：宫川 努 FF

＜课题概要＞
　　2007年度至2010年度的四年间，在经济产业研究所进行了对宏观经济、产业和微观经济各层面的无形资产的测算，并研究了其对生产率

的影响。这些成果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研究课题的成果被国外同类无形资产研究课题引用。

　　另一方面，国际上正在推进产业层面的无形资产的测算和对企业评估的应用。为此，在2011—2012年度，我们将顺应这种国际研究的潮

流，继续对宏观经济、产业和微观经济各层面的无形资产的测算及其经济效果进一步深入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JSIC服务产业的行业创新系统特性分析——使用文本挖掘系统测算创新因素感应度（尾崎 雅彦）（DP 12-J-032）
Measurement of Intangible Investments by Industry and Its Role i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Utilizing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CHUN Hyunbae, FUKAO Kyoji, HISA Shoichi and MIYAGAWA Tsutomu） （DP 12-E-037）

研究课题介绍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京司

对日本及东亚各国的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及其决定性因素进行测算，研究提高生产率的政策。
在产业层面，与一桥大学合作，更新和扩充日本和中国的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和CIP），同时建
立日本各都道府县的生产率数据库，分析震灾给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及复兴政策。在企业和经
营点层面，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官方微观统计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对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
性因素、全球化和需求变化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政策、日中韩企业间
生产率差距的动向和生产率活力的国际比较等进行研究。研究开发、软件、企业内部培训、组织
重组等无形资产投资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源泉，本研究项目将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对此进行测
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

Ⅴ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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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Ⅴ-３）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
课题主任：德井 丞次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旨在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在经济上的影响，预测在复兴过程中，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关于大地震对经济产生影响

的分析，不仅包括资本资产遭受损失等直接影响，还包括因供应链多处断裂而产生的间接影响。以过去大型自然灾害的信息为参考，预测在灾

区的复兴过程中，经济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讨论的同时，预测本次地震给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的影响。本课题除了使用按地区

和产业划分的数据进行分析，还关注供应链和集群效应，同时，使用按企业和营业所划分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此外，还将通过本研究课题，构

建按地区和产业划分的数据库还用以掌握生产选址状况和生产率状况。

Ⅴ-４）东亚企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伊藤 惠子 FF

＜课题概要＞
　　近年来，许多人指出东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而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但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为什么

急剧下降？韩国和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能够赶超日本？日本企业对这种赶超应采取什么对策？关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解释。本课题主要

使用日本、韩国和中国企业或营业所层面的微观数据，了解和分析东亚各国企业的活跃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微观层面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探讨面临与东亚企业竞争的日本企业的对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海外市场信息与开始出口：交易银行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乾 友彦、伊藤 惠子、宫川 大介、庄司 启史）（DP 12-J-025）
The Impact of Host Countries’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SUZUKI Shinya, Rene BELDERBOS, KWON Hyeog Ug and FUKAO Kyoji） （DP 12-E-080）

政策论文

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是否成功？（乾 友彦、枝村 一磨、谭 筱霏、户堂 康之、羽田 翔）（PDP 13-P-005）

Ⅴ-５）服务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课题概要＞
　　在经济向服务化发展的过程中，提高服务产业的生产率不仅可以提升国民的幸福程度和生活质量，而且是与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直接关联

的重要政策课题。“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与生产率上升率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会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课题，将对下述三个问题进行重点验

证：1）把不能准确测算产值和价格的非市场型服务产业（特别是医疗和教育）纳入考量，进行正确计算；2）使用最新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弄清放

宽限制等政策变化对生产率上升产生的效果；3）以ICT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中心，分析服务产业生产率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Do Technology Shocks Lower Hours Worked? Evidence from the 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KWON Hyeog Ug and KO Jun-
Hyung） （DP 13-E-018）
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a Sample of Twins—The case of Japan— （NAKAMURO Makiko and INUI Tomohiko） （DP 12-

E-076）
Bank Efficiency and Client Firms’ Expor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firm-bank match-level data （INUI Tomohiko, MIYAKAWA Daisuke and 

SHOJI Keishi） （DP 12-E-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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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Ⅴ-６）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清田 耕造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旨在使用日本企业的微观数据，弄清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原因。企业间生产率差距这一概念，近几年微观数据

的实证研究有所进展，并受到广泛关注，在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组织论的领域，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而且，

在寻找宏观和产业层面的生产率变化的决定因素时，探索可以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生产率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决

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迄今RIETI的“产业和企业生产率课题”测算了产业层面的生产率，同时使用微观数据，对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本

课题的目的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企业间生产率差距问题，从微观层面弄清日本的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与生产率水平及生产

率增长的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日本企业总公司的选址：总公司迁移的决定性因素与基于生产率的选择（松浦 寿幸）（DP 12-J-022）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Vertical FDI: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AYAKAWA Kazunobu and 

MATSUURA Toshiyuki） （DP 13-E-020）
Performance of Newly Listed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 and venture capital data （MIYAKAWA Daisuke and TAKIZAWA Miho） （DP 

13-E-019）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Gaps and the Export Status of Firms: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Japan （Flora BELLONE, KIYOTA Kozo, 

MATSUURA Toshiyuki, Patrick MUSSO and Lionel NESTA） （DP 13-E-01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Domestic Operation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Normal period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O Mitsuyo and KIMURA Fukunari） （DP 12-E-047）
Product and Labor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Scale Economies: Micro-evidence on France,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Sabien 

DOBBELAERE, KIYOTA Kozo and Jacques MAIRESSE） （DP 12-E-020）

Ⅴ-７）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小西 叶子 F

＜课题概要＞
　　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持续负增长，生产率也显著下降。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日本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

提高生产率。使用企业或更小生产单位的经营点及分支单位的跟踪数据进行分析也流行起来。标准的方法是推测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

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但是早已有人指出，以此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发生严重的偏差。以现有的方法测算生产率，当观察到生产率

下降时，无法识别其原因是由于技术能力后退了，还是需求缩小了。这样一来，本来应该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却有可能采取补助生产方的相

反政策。为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课题主要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变化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分为三部分，（1）测算制造业的生产率；

（2）测算广义服务业的生产率；（3）分析出生率地区差的原因。（1）和（2）对生产率的测算，以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为前提，通过分析弄清为可持

续发展可以做些什么；（3）是分析弄清为阻止或缓和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的进展需要做什么。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Decomposi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Shocks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using the Current Survey of Production （KONISHI Yoko 
and NISHIYAMA Yoshihiko） （DP 13-E-003）

政策论文

关于生产动态统计调查与工业统计调查的经营点对接法（2005年—2009年）（小西 叶子）（PDP 12-P-020）

属于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2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研讨会

“Japan-Korea Workshop on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12/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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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研究项目 新产业政策 研究项目主任　大桥 弘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了制定以环境领域为首、包括产业政策因素在内的战略和政策的动向，

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项目将把环境政策、能源政策、资源政策、竞争政策、农政改革等也

纳入视野，同时关注新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为解决日本经济的课题，对新产业政策的应有

方式等进行研究。

Ⅵ-１）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大桥 弘 FF

＜课题概要＞
　　东日本大地震再次突显了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地震前日本企业所处的不良环境（日元升值、高额法人实效税率等）由于最近修改能源政策而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以制造业为

中心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加速令人忧虑。在产业结构出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形势下，人们期待新产业领域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本研究

课题针对上述问题，从理论和实证的两种方法开展有关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产品创新中的波及效果和战略关系——对日本创新政策的启示（五十川 大也、大桥 弘）（DP 12-J-034）
New-to-Market Product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firm-level innovation survey in Japan （ISOGAWA Daiya, 

NISHIKAWA Kohei and OHASHI Hiroshi） （DP 12-E-077）

Ⅵ-２）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课题主任：青山 秀明 FF

＜课题概要＞
　　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数据库（CRD）在过去大约10年中，以很大的比例覆盖了中小企业风险。本研究课题主要使用这个数据库，以经

济物理学方法论，分析中小企业的结构和增长、能源和环境等新增长领域及创新问题。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带来新增长和创新的企业群和

产业部门，并可以利用这些企业的财务数据找出特征。进而，调查中小企业的增长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探讨今后支撑日本中小

企业持续性增长的制度。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劳动者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分布看高生产率的中小企业（青山 秀明、家富 洋、池田 裕一、相马 垣、藤原 义久、吉

川 洋）（DP 12-J-026）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AOYAMA Hideaki, IYETOMI Hiroshi and YOSHIKAWA Hiroshi） （DP 12-E-041）
Scaling Laws in Labor Productivity （FUJIWARA Yoshi, AOYAMA Hideaki and Mauro GALLEGATI） （DP 12-E-040）

Ⅵ-３）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政改革
课题主任：山下 一仁 SF

＜课题概要＞
　　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日本被要求大幅度降低或废除农产品关税，对此日本国内的

农业界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一直受高关税保护的国内食用农产品市场，由于老龄化和人口减少规模不断缩小。很明显，只靠守住国内市场的

对策将招致日本农业的衰退，对于农业来说也需要获取海外市场。出于这种对问题的认识，本研究课题将继以往RIETI研究课题“食品安全与贸

易”和“环境与贸易”之后，聚焦于“农业与贸易”问题，从法律和经济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多哈回合谈判、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进

行分析，同时就具体的对策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对限制粮食出口量进行管理的有效性（山下 一仁）（DP 13-J-006）

研究课题介绍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2　　25



研究课题介绍

Ⅵ-４）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课题主任：川滨 升 FF / 课题副主任：大桥 弘 FF

＜课题概要＞
　　以东盟各国为中心，人们越来越关注基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策。在面临经济全球化这一新市场环境中，世界各国基于反垄断法的竞争政

策的运用及其认识不得不转变方向。另一方面，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要想继续维持经济活力，就必须通过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来进一步推进

创新，竞争政策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本研究课题根据各国的动向，通过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和实际业务的知识见解，探讨全球化和创新活

动日益重要的竞争政策方式。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合并的定量评估（大桥 弘、远山 佑太）（DP 12-J-008）

Ⅵ-５）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马奈木　俊介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在纳入东日本大地震因素的基础上，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环境政策的绩效进行评

估，同时，从开拓新增长领域的角度，对今后日本的产业和能源政策提出具体的建议。本研究课题的意义在于，在进行评估分析时，明确考虑到

环境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市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相互作用具有多面性，产业政策有可能产生始料不及的

效果。通过经济分析，可以对明确考虑到相互作用的产业政策进行综合性评估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 by Disaggregated Cost Benefit （MANAGI Shunsuke） （DP 12-E-035）

Ⅵ-６）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课题主任：八田 达夫 FF

＜课题概要＞
　　9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分离发电和送电，推进电力自由化的同时，从竞争政策的观点完善了监管体制，并完善了在电力紧缺时以价格调整

电力供求关系的机制。日本也以东日本大地震为转折点，大力推进电力自由化的必要性得到了广泛共识。

　　要在日本探讨推进自由化的过程，就必须对各国在实施自由化时如何处理包括核能安全对策和事故赔偿在内的技术上、经济上和政治上

的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进行这种国际比较。

Ⅵ-７）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 Part2——人口减少、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福利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 课题副主任：宇南山 卓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继续去年的研究，针对日本经济的课题，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弄清问题所在。本次研究针对人口减少给经济增长带来的

影响，从理论上展开分析。与以往的研究同样，以需求经常处于饱和趋势为前提，阐明创新的重要性，并对实现可持续增长，解决日本课题的政

策进行深入考察。以当前政策的最重要课题“提高消费税”和“震灾后复兴”作为分析对象。对于具体的课题，从各种角度分析实际政策对可持

续增长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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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１）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课题主任：鹤 光太郎 FF

＜课题概要＞
　　为了研究日本“劳动市场制度”（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的新“形式”和改革的方式，组建从法学、经济学和经营学等多方面的立场进行

理论性和实践性研究的研究会。在广泛关注整个“劳动市场制度”的同时，考察各个结构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从超越纵向结构关系和

阻隔的见地，对综合劳动法制和劳动政策提出建议。此外，在进行分析时，在充分引进欧洲等各国的经验、国际性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弄

清劳动法制和制度与劳动市场、就业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而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最低工资与扶贫政策（大竹 文雄）（DP 13-J-014）
最低工资的决定过程与生活保障标准的验证（玉田 桂子、森 知晴）（DP 13-J-013）
最低工资与劳动者的“工作热情”—通过经济实验进行研究—（森 知晴）（DP 13-J-012）
最低工资与地区间差距：实际工资与企业收益分析（森川 正之）（DP 13-J-011）
最低工资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奥平 宽子、泷泽 美帆、大竹 文雄、鹤 光太郎）（DP 13-J-010）
最低工资与年轻人就业：2007年修改最低工资法产生的影响（川口 大司、森 悠子）（DP 13-J-009）
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及经济的影响—根据国外的研究结果，以俯瞰的视点看日本—（鹤 光太郎）（DP 13-J-008）
非正式员工的就业转变——转正和失业（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DP 13-J-005）
验证工作生活平衡与工资溢价（黑田 祥子、山本 勋）（DP 13-J-004）
从非正式就业看工资补偿——关于就业不稳定、对正式员工隐性约束和工资溢价的分析（鹤 光太郎、久米 功一、大竹 文雄、奥平 宽子）（DP 

13-J-003）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2008-09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Japan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and TSURU Kotaro） （DP 

13-E-010）
Effect of Work-Life Balance Practices on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panel data （YAMAMOTO Isamu and 

MATSUURA Toshiyuki） （DP 12-E-079）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PJ讨论会

“最低工资改革”（2012/09/11）

人力资本 研究项目主任　鹤 光太郎

社会老龄化脚步加快，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在东日本大地震复兴的过程中，资源小国日

本要保持和加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增长能力，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本研究项目

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劳动市场制度、幼儿教育至高等教育、以及包括就业期间

的人才培养、老年人发挥余热在内的整个人生周期的观点出发，对加强人才资本和人才能

力的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Ⅶ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Ⅶ-１）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PJ讨论会

“最低工资改革”（201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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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２）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课题主任：川口 大司 FF

＜课题概要＞
　　正确地使用和培养人才可以对提高生产率起到很大作用，在具有非流动性劳动市场的日本经济中，企业内人才安排和培训发挥着特殊重

要的作用。关于能力、适应性、工作的努力程度等，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而且由于制作圆满的合同非常困难，因此企业

为了避免低效，一直在人事制度上下工夫。关于这些人事制度，通过采访和问卷调查等已经知道普遍倾向，并尝试了对定型化事实进行理论解

释。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使用若干家企业的人事数据，进行理论上的计量经济学验证。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Rising Wage Inequality Within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health insurance society data （SAITO Yukiko and KOUNO Toshiaki） （DP 
12-E-039）

Ⅶ-３）为构建富于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研究
课题主任：西村 和雄 FF

＜课题概要＞
　　运用复杂系统来观察经济，通过以不同个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和由不同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动态学分析为基础的统一理论研究，弄清带

来经济增长的原因。微观分析由问卷、实验、脑测算和解析组成。宏观分析使用非线形动态学方法，一边与外国研究人员讨论一边推进。两者均

采取跨学科的方式。

　　如果以复杂系统来观察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就可以发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本质条件。通过改变本质条件，就应能够改善系统产生的充满

活力的动向，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本研究课题在解决问题时，特别关注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由多数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对增长和稳定的影响”；第二点是“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产生的影响”；第三点是“经济主体的差异与决策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将对经济增长的国际关联进行基础分析，如果在多数国家之间存在外部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则对贸易形式的国际关联

进行分析。

　　关于第二点，将关注人才资本，对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特别是对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对理想的教育制度

进行讨论。根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海克曼的研究，对幼儿教育的投资效果极大。教育将成为创新和经济增长

的关键。

　　关于第三点，对于经济主体的认识方式会给学习和决策带来什么影响，进行包括个人脑活动测算在内的神经经济学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有关高考制度多样化的比较分析—对劳动市场的评估（浦坂 纯子、西村 和雄、平田 纯一、八木 匡）（DP 13-J-019）

Ⅶ-４）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看如何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课题主任：赤井 伸郎 FF

＜课题概要＞
　　当前，日本处于激荡的时代。在亚洲，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巨额政府债务和经济衰退，政府的财政政策陷

入困境，而且低生育率老龄化使劳动力人口减少。在这种的情况下，已经成熟的日本要想在今后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日本每个国民提高知识水

平和生产率是当务之急。鉴于这些情况，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积累人才资本，并有效运用以此为目的的有限资源。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

是在履行解释责任、公开透明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明确国家的责任，同时设计有效、高效、公平的教育财政制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

　　因此，本研究课题旨在对于构建促进经济增长的人才资本的公共教育负担方式，从财政统一的角度，探讨超出教育阶段的有效资源分配

方式，为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提供政策性建议。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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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Ⅶ-５）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课题主任：一条 和生 FF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的发展需要在以亚洲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大业务范围。然而，目前缺乏对以亚洲商务为主的全球商务的认识和知识经验，这可能

是起因于实践不足。本研究对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开展业务的事例进行科学研究，从中总结出成功的关键因素。研究成果将归纳为学

术论文和典型个案。本研究的特点是，着重为将来使用根据研究制作的典型个案，培养担负全球经营的人才，构建培训基地这一构思。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发展中国家的catch down型创新与日本企业的对策—中国的电动自行车与唐泽制作所（丸川 知雄、驹形 哲哉）（DP 12-J-029）
Doing Business in Asia （ICHIJO Kazuo） （DP 12-E-074）
Strategies for Japanese Companies in India （KONDO Masanori） （DP 12-E-064）
The Compress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Suntech Power （MARUKAWA Tomoo） （DP 12-E-051）

政策论文

Japan-India Economic Relationship: Trends and prospects （KONDO Masanori） （PDP 12-P-016）

Ⅶ-６）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
课题主任：关泽 洋一 S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考察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定位，并探讨日本对心理卫生采取的措施。此外，作为附带研究课题，对精神问题（特别是不

安和忧郁等情绪）从需求方面阻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进行验证。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情绪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的预备性研究（关泽洋一、桑原进）（DP 12-J-027）

Ⅶ-７）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课题主任：樋口 美雄 FF

＜课题概要＞
　　由于全球竞争的激化和低生育率老龄化使内需低迷，日本企业所处的环境日益严峻。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摆脱缩小经济规模保持收支平

衡的“硬撑门面的经济”，完成向持续创新的“价值创造型经济”的结构改革，“推进多样性”这一人才战略不可或缺，尤其是推进女性发挥作用

是第一步，是试金石。但是在日本，女性占管理职务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极低水平，不少企业对于推进女性发挥作用并不积极，而且女性

创业也不活跃，女性董事也很少。

　　本研究课题将确认多样性指标、女性创业的现状、多样性指标与企业全球化及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多样性指标与企业绩效、创造就业机会

及企业增长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并运用数据分析、采访、调查先进企业事例、调查海外事例等方法，弄清加强多样化指标与企业绩

效及增长性之间的关系的条件（人力资源管理、多样性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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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Ⅷ-１）探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重建财政政策
课题主任：深尾 光洋 FF

＜课题概要＞
　　通过从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口和过去的GDP增长率推算全要素生产率，来测算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并以此分析日本实际增长率下降趋势

的原因，测算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降和劳动力人口减少趋向的作用，进而以此推算社会保险率下降带来的促进就业效果（削减税收楔子效果）

和全球变暖对策投资补贴的促进增长产生效果等。

　　此外，使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推算阶段性引进消费税和排碳税带来的未来物价上涨预期对扩大消费支出产生的效果，

并通过与增税的抑制消费效果进行比较，对间接税的阶段性增税和社会保险费的削减效果进行比较。

　　本课题还将按不同收入阶层分别推算把国民年金和基本年金的财源从现行的预先征收（征收工薪所得税）和个体营业者等的定额负担的

组合方式改变为消费税方式，会对收入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制与年金改革——用宏观模型试算效果（岩田 一政、猿山 纯夫）（DP 13-J-001）
国债利率的变化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运用金融宏观计量模型的分析（镰田 康一郎、仓知 善行）（DP 12-J-021）
日本的财政赤字能否维持（深尾 光洋）（DP 12-J-018）
政府负担与企业行为——基于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小林 庸平、久米 功一、及川 景太、曾根 哲郎）（DP 12-J-010）
Regionalization vs. Globalization（HIRATA Hideaki, Ayhan KOSE and Christopher OTROK）（DP 13-E-004）

政策论文

欧洲财政危机及其对日本的意义（深尾 光洋）（DP 12-P-011）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 光洋

在世界罕见的低生育率老龄化问题急速深化之中，为了维持日本的经济活力，本研究项目

将全面分析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对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的方向、环境税和节能投

资补贴的最佳组合、如何同时实现大地震后的复兴和经济复苏及重建财政等提出政策性

建议，并从不同角度综合研究包括第三部门在内的新公共政策等。Ⅷ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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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Ⅷ-２）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课题主任：市村 英彦 FF / 课题副主任：清水谷 瑜 CF

＜课题概要＞
　　日本在经历世界罕见的快速老龄化过程中，需要在不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构建可持续性社会保障体系。为了超越以往在医疗、

护理、年金各领域分别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宏观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的局限，实现以老年人多样性为前提的微观而且综合性的市场取向型的

“新”研究方法，本研究课题在对过去实施的调查和相同的老年人调查（HRS、ELSA、SHARE）在知识方面奠定基础，并对“世界标准”的中老年人

进行跟踪调查。收集涵盖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就业状况、参加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并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数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领域确立

基于丰富微观数据的“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同时，根据日本的经验，也为世界各国制定政策作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税制和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利用JSTAR进行验证（中田 大悟）（DP 12-J-028）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Test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 New evidence from unique survey responses in Japan （SHIMIZUTANI 

Satoshi） （DP 13-E-017）
Revisiting the Labor Supply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Test: New evidence from its elimination and reinstatement in Japan 
（SHIMIZUTANI Satoshi and OSHIO Takashi） （DP 13-E-016）
Public Pension Benefits Claiming Behavior: New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udy on Aging and Retirement （SHIMIZUTANI Satoshi and 

OSHIO Takashi） （DP 12-E-068）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of the Japanese and Europeans in Later Life: Evidence from JSTAR and SHARE （FUJII Mayu, OSHIO Takashi and 

SHIMIZUTANI Satoshi） （DP 12-E-061）
Option Value of Work, Health Status, and Retirement Decisions: New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udy on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 
（SHIMIZUTANI Satoshi, FUJII Mayu and OSHIO Takashi） （DP 12-E-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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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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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Ⅸ-０）政策史总论※

课题主任：尾高 煌之助 政策史顾问

＜课题概要＞

20世纪最后20年间，通商产业政策所处的社会环境至少发生了四个重大变化，即日本国内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世界规模的经济国际化

（全球化）、重视市场和重建财政、以及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舆论高涨。这些变化使20世纪9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也出现了转机。本研究将关注

通商产业政策史的各分论研究所描述的从政策变迁到政策构思和政策转变点，在进行整体归纳的同时，对从通商产业省改为经济产业省时在

预算、组织和人事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加以探讨。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通商产业政策史１　总论（尾高煌之助 著）

财团法人 经济产业调查会、2013年1月

纪念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完成研讨会

“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转变”（2013/01/29）

Ⅸ-１）政策史各分论
课题主任：武田 晴人 FF

＜课题概要＞
　　对以1980年至2000年为中心时期的通商产业政策，按主要政策项目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当时的政策制定过程、需要制定政策的产业

经济形势、政策的实施过程、政策意图的实现状况、政策实施后的产业经济形势等，不仅记录客观事实，而且加入分析和评估的视点进行记述

和评估，验证政策的变化。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通商产业政策史２

 通商贸易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３

产业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７

机械信息产业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８

生活产业政策

通商产业政策史12
中小企业政策

相关网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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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研究项目主任　武田 晴人

本研究项目的目的在于，在考察20世纪末的日本经济社会和通商产业政策时，回顾以

1980年至2000年为中心的通商产业政策，并进行评估。

20世纪最后20年，对于日本的经济社会来说，是有意义的变化时期，同时对于通商产业政

策来说，也是在实质上和组织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本研究希望弄清在对之前四分之一

世纪的政策课题的认识和为解决这些课题对政策手段做出的选择，以及对其结果的评估

等，是如何在世纪交替期给通商产业政策带来变化的。

研究课题介绍

※以下虽然是2011年度的研究课题，但是与其他政策史各论文一起公布研究成果是在

2012年度，因此，作为参考记录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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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Ⅸ-２）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课题主任：橘川 武郎 FF

＜课题概要＞
　　核能安全保安院成立于2001年，2012年将改称为核能安全厅（暂定名称）作为外围团体归环境省管辖。本课题将对核能安全保安院这十一

年来的政策以及作为行政机构的运作存在方式进行客观如实的记录，并从分析评估其作用，验证政策的变化，以资今后核能安全行政。

Ⅸ-３）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课题主任：冈崎 哲二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将经济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统一起来，对通商产业省及经济产业省迄今制定和实施的主要产业政策进行客观的

评价。笔者认为，这种政策评估不仅可以为国民提供有益的信息，而且现在的政府也可以从中得到对制定政策具有意义的经验教训。本研究具

体以贸易和资本交易的自由化、扶持机械和电子工业、大型零售商店的选址限制等政策为对象，弄清其制定和决策过程及实际运用情况，同时

对政策的效果进行定量性测算。我们主要通过解读和探讨经济产业研究所保管的通产省制作的资料了解各项政策的立案和决策过程及实际

运用情况。在此主要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关于政策效果，除了上述内部资料中的大量数据之外，还收集了相关的公开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

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并加以评估。

Ⅸ-４）通商产业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史学研究
课题主任：武田 晴人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根据迄今的通商产业政策史研究（1980—2000年）中各个政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弄清贯穿于这一时期整个通商产业政策的理

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此外，在截至2010年左右的通商产业政策和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中，集中考察围绕中小企业政策及资源能源政

策的下述课题，从历史演变的中期视角进行评估。

（1）在中小企业政策的对象从企业协会转向个别企业的过程中，对中小企业实施的政策是否充分普及？

（2）关于核能发电的经济性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

（3）在对中东资源外交中，通商产业省遇到了什么样的课题，试行了那些解决对策？

Ⅸ-１）政策史各分论
相关网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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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１）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课题概要＞
　　本课题就政府部门干预贷款市场的效果、震灾带来的双重欠款问题对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等政策上关注的研究课题，主要使用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同时，分析弄清金融危机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用企业间网络数据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企业间交易与产业集聚的关

系等有关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的基本问题的研究课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通过测算各银行存款利率传递验证市场分断假说：基于追踪共整合的实证分析（内野 泰助）（DP 12-J-023）
Time to IPO: Role of heterogeneous venture capital （MIYAKAWA Daisuke and TAKIZAWA Miho） （DP 13-E-022）
Role of Inter-firm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NAKAJIMA Kentaro, SAITO Yukiko 

and UESUGI Iichiro） （DP 13-E-021）
Natural Disasters, Damage to Banks, and Firm Investment （HOSONO Kaoru, MIYAKAWA Daisuke, UCHINO Taisuke, HAZAMA Makoto, 

ONO Arito, UCHIDA Hirofumi and UESUGI Iichiro） （DP 12-E-062）
Firm Growth and Efficienc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 new test of the efficient structure hypothesis （HOMMA Tetsushi, TSUTSUI Yoshiro 

and UCHIDA Hirofumi） （DP 12-E-060）
Do Bond Issues Mitigate Hold-up Costs? Evidence from Japan’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eriod （UCHINO Taisuke） （DP 12-E-046）
Localization of Interfirm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s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NAKAJIMA Kentaro, SAITO Yukiko and UESUGI Iichiro） 
（DP 12-E-023）
The Effects of a Megabank Merger on Firm-Bank Relationships and Borrowing Costs （UCHINO Taisuke and UESUGI Iichiro） （DP 12-E-

022）
Transactions as a Sour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Buyer-seller matching in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AKAJIMA 

Kentaro） （DP 12-E-021）

HIT-TDB-RIETI国际研讨会

“关于企业间网络的经济分析”（2012/11/29-30）

特定研究
不属于上述九个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介绍

Special 

Projects

SP-１）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

HIT-TDB-RIETI国际研讨会
“关于企业间网络的经济分析”（2012/1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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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SP-２）下一代能源统计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
课题主任：戒能 一成 F

＜课题概要＞
　　作为国家能源环境政策上的正式统计，目前使用的是RIETI开发的“综合能源统计（2005年版）”和“按都道府县划分的能源消费统计（2006
年版）”。近年来，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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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新统计调查，进一步改进推算方法的重要材

料逐步得到整理完善。为此，本研究课题将实施开发下一代综合能源统计及供求分析系统，争取在能源环境政策上的转折点《京都议定书》第

一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采用。

SP-３）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治理、组织、战略选择与绩效
课题主任：宫岛 英昭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小组迄今一直对企业治理进行实证性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表明，日本企业从以前的同质性结构会急速向多样化迈进，这种变化的

特征表现为制度间的混合性结合与制度内的不同制度并存。此外，具有混合性结构的企业保持着高水平绩效，同时，这种企业的改革正处于试

行摸索过程中，而且混合化和阶层化有可能需要付出难以忽视的调整成本等。本研究课题以分析近年来企业治理的变化（重新探讨公司法规、

改革董事会、设计薪酬制度、所有制结构变化、经营权市场的特征等），进一步深化对上述各项内容的理解，重新设计使日本恢复竞争力成为可

能的企业治理为目的，推进对企业治理的特性与企业的组织战略之间关系的分析。

　　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企业治理的特性对业绩产生影响的路径，因此，本研究课题旨在对企业治理的特性、经营战略和

企业业绩进行综合性分析。收集关于企业财务政策、组织和事业战略的定量性和定性性信息，构建新的关于经营战略和组织的变量，通过利用

这种变量探讨（i）这种经营战略和组织选择对企业业绩产生的影响；（ii）企业治理特性中的哪种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决定这种经营和组织战略

的选择；（iii）企业治理、企业战略和企业业绩三者的相互关系（因果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Subsidiaries in Japa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des among listed firms （USHIJIMA Tatsuo and Ulrike SCHAEDE） 
（DP 13-E-012）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 in Japan: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hybridization （MIYAJIMA Hideaki） （DP 12-E-

049）

政策论文

如何理解日本企业董事会构成的变化？：董事会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与引进外部董事的效果（宫岛 英昭、小川 亮）（PDP 12-P-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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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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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SP-４）完善RIETI数据
课题主任：小田 圭一郎 SF

＜课题概要＞
　　RIETI拥有的数据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研究机构作为初期设置储存的、可以较低成本购买的数据，另一种是各研究课题为完成研究购买

的大规模数据，或作为研究课题成果形成的数据（包括问卷调查的结果）。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完善这些成套数据的基础，以便用户能够更

高效地使用数据。本课题还把向研究人员以及整个社会提供新知识和见解的数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等）公开的可能性以及方法也纳入视野，使

研究所成为活跃讨论的场所。

　　此外，经济产业省拥有的个案调查数据的运用知识已经汇集于RIETI，我们正在制作匹配各种统计数据等的信息转换装置，以便研究人员

能够在获取数据后迅速着手进行分析。我们认为，通过完善这些数据，可以应对新统计法的实施，提高RIETI的存在价值和独特性。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完善工业统计追踪调查的转换程序（1993年—2009年）（阿部 武司、人见 和也、小西 叶子、富田 秀昭、内野泰助）（PDP 12-P-007）

相关网页

JIP数据库2012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2/index.html

CIP数据库2011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1/index.html

构建日本•中国•韩国各产业的名义•实际有效汇率数据库

　http://www.rieti.go.jp/users/ee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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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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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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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能源统计的解说
　http://www.rieti.go.jp/users/kainou-kazunari/download/index.html（日文）

按都道府县划分的能源消费统计
　http://www.rieti.go.jp/users/kainou-kazunari/ener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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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太平洋各国和地区（日本、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的生产率比较研究计划 （ICPA）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d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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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SP-５）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提供资金
课题主任：吉野 直行 FF

＜课题概要＞
　　在日本的中小企业大举向亚洲发展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要想在海外当地也能够从金融机构比较容易地借款，就需要缩小中小企业和银行

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为此，需要收集中小企业的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在日本，CRD收集数据持续了10年以上，通过大量收集和分析数据，

已经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评级。在亚洲，中小企业的比例占绝对多数，但实际上，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很难从银行借款，只能从当地的贷款公

司借入高利贷。为把日本CRD的经验应用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各国，使亚洲的中小企业融资畅通无阻，进而使向亚洲发展的日本

中小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从当地金融机构借贷，我们希望构建数据库，这还可以用来对中小企业评级。

　　在越南等国家，进入当地的中小企业被当地银行要求支付高额利息，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却必须支付昂贵的金融费用。

　　此外，我们还期待通过对日本财务数据以外的非财务数据（软件数据）在实际贷款业务中是如何得到利用的，以及对什么样的非财务数据

在审查时具有重要意义进行调查，为收集亚洲的中小企业数据尽力。

　　在银行加强充实自有资本的趋势下，日本的地方企业和中小企业如何顺畅地周转资金？为缩小借出方银行与借入方中小企业和地方企

业的信息非对称性，通过建立数据和分析，对中小企业进行评级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利用信用担保协会和金融机构收集的中小企业数据，建立了CRD数据。但是，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信用担保制度尚处于发展阶

段，使用与日本相同的体系收集中小企业数据存在困难，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收集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如果能够开始用与日本相同的形式收集数据，日本金融机构就可以像在日本一样在当地实施信用调查，有利于向亚洲国家当地发展。借

入方中小企业也可以和在日本向金融机构提交数据同样的方式，提交给亚洲国家当地的金融机构，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又可以大幅度减少

向当地银行借款时的劳力和时间，使效率得到提高。

　　本研究课题是与中小企业厅国际室的合作研究。

SP-６）有关日本第三部门的经营状况与公共服务改革的调查研究
课题主任：后 房雄 FF

＜课题概要＞
　　作为解决社会性问题和适应社会性需求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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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受到关注，本研究

的目的是，弄清日本第三部门的整体状态和经营状况，明确第三部门的组织要成为公共服务的中坚力量所面临的经营改革课题和制度改革课

题。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以去年通过研究弄清的第三部门整体状态为前提，进一步明确清第三部门组织每种类型更为详细的经营实况，同时

弄清这些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中坚力量，要在效率性和服务质量方面做出成果所面临的经营改革课题和制度改革（业务委托合同、制定管理

者制度、奖券制度等制度设计和运用规则的改革）课题。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的第三部门组织的现状与课题—不同法人形式的组织、治理和财政的比较（后 房雄）（DP 12-J-012）

RIETI政策研讨会

“作为‘新公共’担纲主体的第三部门：各种法人形式的现状和构建第三部门的课题”（2012/07/31）

SP-７）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围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课题主任：戒能 一成 F

SP-６）有关日本第三部门的经营状况与
公共服务改革的调查研究

RIETI政策研讨会
“作为‘新公共’担纲主体的第三部门：各种法人形式的

现状和构建第三部门的课题”（2012/07/31）
后 房雄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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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参加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间内，除了削减本国国内排放之外，

还可以利用排放权交易、JI（联合履行机制）、CDM（清洁发展机制）等“京都机制”来达到减排目标。其中，CDM和JI是转移通过减排投资削减的

部分，很多意见都指出了其制度方式存在各种问题，目前正在对修改相关制度进行讨论。

　　此外，在2010年于墨西哥坎昆召开的COP-1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上，就坎昆“新框架”达成了协议，与有美国

和中国等国参加，以自主提出削减目标和多边检验为基础的京都议定书不同，这一新框架虽然决定了设置与京都机制类似的“新机制”，但其

内容还在讨论中。

　　本调查旨在通过调查、分析和评估今后对京都议定书的“京都机制”进行修改的情况，以及对新框架的“新机制”进行讨论的状况，为今后

具有高效和实效的温室效应气体削减方案提出国际政策方面的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CDM理事会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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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８）使用SNS的网络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松田 尚子 F

＜课题概要＞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指出，日本的创业环境逊色于美国。为究其原因，人们对资金、人才和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每次讨论都涉及到

政策补贴，但是创业数量不均匀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本研究关注创业者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视其为不均匀的原因之一。

　　所谓人际关系网络，包括创业者的亲属、同学及工作上的熟人等，他们为创业者的创业及其后的企业运营带来了集资、获得人才及其他经

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能够左右创业者经营的创投企业的业绩。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研究从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MOTHERS）上市（共178家）的64家“信息、通讯业”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中选择了24
位，使用脸书（facebook）的数据，弄清其交友关系和新兴企业业绩之间的联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New Regression Models with Egocentric Social Network Data: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party preference in Japan （YAMAGUCHI Kazuo） （DP 
12-E-048）

SP-９）关于搞活社会创新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的合作研究）
课题主任：佐分利 应贵 CF

＜课题概要＞
　　“解决社会问题的产业创造”，即所谓社会创新是既能提高劳动者人均生产率，又能压低政府年度财政支出的极为重要的政策课题。人类

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留下了一句名言：“不要怀疑一小部分精明敬业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世界正是这样被改变的。”

本研究在收集社会创新的事例的同时，根据模型和事例研究等，分析“精明敬业的一小部分人”怎样做就能实现社会创新，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进而还将运用社会创新对地震灾区的复兴进行研究。

SP-10）有关大型灾害后的复兴与保险机制的构建的实证研究——以日本的震灾和泰国的洪水为例
课题主任：泽田 康幸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以日本过去的震灾和泰国洪水灾害这两个自然灾害为例，对大型灾害后的复兴和事前对策（包括保险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具体计划有两个，第一，以阪神淡路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为例，将这些大型灾害带来的冲击和复兴状况进行严密的量化。在此基础上，弄清

制约复兴的原因，探讨复兴政策。第二，以2011年10月初发生对泰国中部地区造成重大影响的洪水为例，调查在此次洪水中受到直接或间接灾

害的日本企业的损失以及其后的动向，探讨通过统一洪水风险信息构建合理分配资源（特别是考虑到供应链的工厂选址）的机制所需要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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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11）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藤井 聪 FF

＜课题概要＞
　　2008年秋季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对人力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们需要此为教训，在经济政策上构

筑经得起外部冲击及其波及的强韧的经济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在危机时富于耐力，可以增强从危机中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能力，这种能力称

为“Resilience”。增强Resilience，不仅可以期待发挥补充政府经济增长战略等的作用，而且可以期待创造预防危机的新政策手段和理念，并提

出在危机显现时机动灵活地采取对策的预案。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构筑经得起经济波动等风险的强韧的（resilient）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从理论、实践和思想上展开广泛讨论，并制

定今后的经济产业政策计划。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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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2012年度研究成果，但未纳入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

＜特别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企业的结构变化：经营战略、内部组织和企业行为（森川 正之）（DP 12-J-017）
无形资产投资的资金制约（森川 正之）（DP 12-J-016）
展望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孟 健军）（DP 12-J-009）
Producers’ Service Improvements and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When Taking Trade Costs as a Mediator Variable: Mechanism and 

evidence from China（ZHAO Wei and ZHENG Wenwen）（DP 12-E-073）
Dynamic Externalitie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among China’s top three municipalities（ZHAO Ting 

and ZHAO Wei）（DP 12-E-072）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Intangible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MORIKAWA Masayuki）（DP 12-E-045）

政策论文

推进女性就业与日本企业摆脱功能不全（山口 一男）（PDP 13-P-002）
从宏观审慎政策的观点看90年代对房地产融资的总量限制—年表与政策性含义（植村 修一）（PDP 12-P-019）
Innovation and Growth Policies in Japan-U.S. Economic Relations: Considering areas for new engagement （Sean CONNELL）（PDP 12-P-

018）
从企业问卷调查看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与经济增长政策（森川 正之）（PDP 12-P-010）
展望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研究（藤井 聪、久米 功一、松永 明、中野 刚志）（PDP 12-P-008）

研讨会

“East Asia-EU Economic Roundtable” （2012/12/12）

METI—RIETI研讨会

“以‘成熟’和‘多样性’为力量——从价格竞争转向创造价值的经济”（2012/07/20）
“日本的灾后复兴之路”（2012/04/24）

研究课题介绍

2012年度　特别研究成果

METI—RIETI研讨会
“以‘成熟’和‘多样性’为力量——从价格竞争转向创造价值
的经济”（2012/07/20）

2012年度　特别研究成果

METI—RIETI研讨会

 “日本的灾后复兴之路”（2012/04/24）
安赫尔•古里亚 （经合组织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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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第三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企业的新全球发展与日本经济（2013/03/08）

第二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新春讨论会——今后的经济政策“（2013/01/24）

RIETI-TIER-KIET 研讨会

“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2012/11/13）

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日元升值与产业空洞化”（2012/10/05）

RIETI特别BBL讲座

“日本的新增长战略与世界经济”（2012/09/24）

＜上述之外的2011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研究课题：关于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研究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工作论文

有关日本企业的IT投资效果：基于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金 荣懿、权 赫旭）（DP 13-J-018）
服务产业工资下降的原因——谁的工资降低了？（儿玉 直美、乾 友彦、权 赫旭）（DP 12-J-031）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电子商业交易效果分析（安 相勋、金 荣懿、权 赫旭）（DP 12-J-014）
关于企业教育培训的决定因素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权 赫旭、金 荣懿、牧野 达治）（DP 12-J-013）
Aggregate and Firm-Level Volatility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KIM YoungGak and KWON Hyeog Ug） （DP 12-E-030）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the Gap between 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Wages of Workers （KODAMA Naomi and ODAKI Kazuhiko） （DP 

12-E-028）

研究课题：产业、企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工作论文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y Imports and the Growth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Plants （Anna Maria MAYDA, NAKANE Masato, Chad 
STEINBERG and YAMADA Hiroyuki） （DP 12-E-038）
Does New Entry Drive Out Incumbents?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level data in Japan （ITO Keiko and KATO Masatoshi） （DP 12-E-034）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Decisions of Firms with Spatial Dependency （ITO Yukiko） （DP 12-E-024）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需求、生产率和持续发展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 课题副主任:宇南山 卓 FF

工作论文

啤酒和发泡酒的税率与经济福利（庆田 昌之）（DP 12-J-019）
建设应急临时住房与援助受灾群众：阪神淡路大地震（宇南山 卓）（DP 12-J-011）
Firms’ Cash Holdings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corporate finance （SHINADA Naoki） （DP 12-E-031）
Short-run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VAT R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 consumption tax rate increase in Japan （David CASHIN and 

UNAYAMA Takashi） （DP 12-E-029）
A New Micro-Foundation for Keynesian Economics （YOSHIKAWA Hiroshi） （DP 12-E-025）

出版物

“从国际比较的观点思考日本的工作生活平衡”（武石 惠美子 编著）

Minerva书房、2012年6月

“创造高科技产业的地区环保体系”

（西泽 昭夫、忽那 宪治、樋原 伸彦、佐分利 应贵、若林 直树、金井 一赖 著）

有斐阁、2012年04月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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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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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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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J-021 2013/3
关于中小制造业经营者的协作组织的形成及构建协作关系能力的研

究
稻垣 京辅（法政大学） Ⅳ-5

13-J-020 2013/3 3.11后东北地区中石油产品供需差距的推移——从发生到缓解

赤松 隆（东北大学） 
山口 裕通（东北大学） 
长江 刚志（东北大学） 
园山 琢也（熊本大学） 
稻村 肇（东北工业大学）

Ⅲ-5

13-J-019 2013/3 有关高考制度多样化的比较分析——对劳动市场的评估

浦坂 纯子（同志社大学） 
西村 和雄（RIETI） 
平田 纯一（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Ⅶ-3

13-J-018 2013/3 有关日本企业的IT投资效果：基于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金 荣懿（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13-J-017 2013/3 关于充分利用地区资源的企业对搞活地区经济的相关政策性研究

中西 穗高（RIETI） 
坂田 淳一（东京工业大学） 
铃木 胜博（早稻田大学） 
细矢 淳（早稻田大学）

Ⅲ-4

13-J-016 2013/3 创业活动与人力资本：采用RIETI创业者问卷调查展开的实证研究
马场 辽太（东京大学） 
元桥 一之（RIETI） Ⅳ-3

13-J-015 2013/3 关于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高桥 德行（RIETI） 
矶边 刚彦（庆应义塾大学） 
本庄 裕司（中央大学） 
安田 武彦（东洋大学） 
铃木 正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

Ⅳ-4

13-J-014 2013/3 最低工资与扶贫政策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 Ⅶ-1

13-J-013 2013/3 最低工资的决定过程与生活保障标准的验证
玉田 桂子（福冈大学） 
森 知晴（大阪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

Ⅶ-1

13-J-012 2013/3 最低工资与劳动者的“工作热情”——通过经济实验进行研究 森 知晴（大阪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 Ⅶ-1
13-J-011 2013/3 最低工资与地区间差距：实际工资与企业收益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Ⅶ-1

13-J-010 2013/3 最低工资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奥平 宽子（冈山大学） 
泷泽 美帆（东洋大学）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Ⅶ-1

13-J-009 2013/3 最低工资与年轻人就业：2007年修改最低工资法产生的影响
川口 大司（RIETI） 
森 悠子（日本学术振兴会）

Ⅶ-1

13-J-008 2013/3
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及经济的影响——根据国外的研究结果，以俯瞰

的视点看日本
鹤 光太郎（RIETI） Ⅶ-1

13-J-007 2013/3
对代表全球首位产品企业战略的制造业优良中小企业和骨干企业的

研究——关于日本首位产品战略企业的问卷调查
细谷 佑二（RIETI） Ⅵ-5

13-J-006 2013/2 对限制粮食出口量进行管理的有效性 山下 一仁（RIETI） Ⅵ-3

13-J-005 2013/2 非正式员工的就业转变——转正和失业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Ⅶ-1

13-J-004 2013/2 验证工作生活平衡与工资溢价
黑田 祥子（早稻田大学） 
山本 勋（庆应义塾大学）

Ⅶ-1

13-J-003 2013/2
从非正式就业看工资补偿——关于就业不稳定、对正式员工隐性约束

和工资溢价的分析

鹤 光太郎（RIETI）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奥平 宽子（冈山大学）

Ⅶ-1

13-J-002 2013/2 地震后恢复业务所需时间的决定性因素：东北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若杉 隆平（RIETI） 
田中 鲇梦（RIETI） Ⅰ-1

13-J-001 2013/2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制与年金改革——用宏观模型试算效果
岩田 一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猿山 纯夫（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Ⅷ-1

12-J-035 2012/11 形成创新的“结缘”和“深化纽带”：音乐产业的价值创造网络
井上 达彦（RIETI） 
永山 晋（RIETI） 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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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2-J-034 2012/10 产品创新中的波及效果和战略关系——对日本创新政策的启示
五十川 大也（东京大学） 
大桥 弘（RIETI） Ⅵ-1

12-J-033 2012/9 从发明者看21世纪初的日本创新过程：强化创新能力的课题

长冈 贞男（RIETI） 
冢田 尚稔（RIETI） 
大西 宏一郎（大阪工业大学） 
西村 阳一郎（神奈川大学）

Ⅳ-1

12-J-032 2012/9
JSIC服务产业的行业创新系统特性分析——使用文本挖掘系统测算

创新因素感应度
尾崎 雅彦（RIETI） Ⅴ-2

12-J-031 2012/9 服务产业工资下降的原因——谁的工资降低了？
儿玉 直美（RIETI） 
乾 友彦（日本大学） 
权 赫旭（RIETI）

12-J-030 2012/9 专利作为私人经济价值指标的引用和三元闭合 和田 哲夫（学习院大学） Ⅳ-1

12-J-029 2012/8
发展中国家的catch down型创新与日本企业的对策——中国的电动

自行车与唐泽制作所

丸川 知雄（东京大学） 
驹形 哲哉（庆应义塾大学）

Ⅶ-5

12-J-028 2012/8 税制和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利用JSTAR进行验证 中田 大悟（RIETI） Ⅷ-2

12-J-027 2012/8 关于感情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的预备性研究
关泽 洋一（RIETI） 
桑原 进（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

Ⅶ-6

12-J-026 2012/7
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劳动者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分布看高生

产率的中小企业

青山 秀明（RIETI） 
家富 洋（东京大学） 
池田 裕一（京都大学） 
相马 垣（日本大学） 
藤原 义久（兵库县立大学） 
吉川 洋（东京大学）

Ⅵ-2

12-J-025 2012/7 海外市场信息与开始出口：交易银行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

乾 友彦（日本大学） 
伊藤 惠子（RIETI） 
宫川 大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庄司 启史（众议院）

Ⅴ-4

12-J-024 2012/7
使用两地区间的SAM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负供给冲击和复兴的经

济波及效果进行乘数分析

冲山 充（现代文化研究所） 
德永 澄宪（筑波大学） 
阿久根 优子（丽泽大学）

Ⅲ-6

12-J-023 2012/7
通过测算各银行存款利率传递验证市场分断假说：基于追踪共整合的

实证分析
内野 泰助（RIETI） SP-1

12-J-022 2012/7
关于日本企业总公司的选址：总公司迁移的决定性因素与基于生产率

的选择
松浦 寿幸（庆应义塾大学产业研究所） Ⅴ-6

12-J-021 2012/6
国债利率的变化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运用金融宏观计量模型的

分析

镰田 康一郎（日本银行） 
仓知 善行（日本银行）

Ⅷ-1

12-J-020 2012/6
东日本大地震对灾区以外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从供应链看企业间

的网络结构及其意义
齐藤 有希子（RIETI） Ⅲ-7

12-J-019 2012/6 啤酒和发泡酒的税率与经济福利 庆田 昌之（立正大学）

12-J-018 2012/6 日本的财政赤字能否维持 深尾 光洋（RIETI） Ⅷ-1
12-J-017 2012/5 日本企业的结构变化：经营战略、内部组织和企业行为 森川 正之（RIETI）

12-J-016 2012/5 无形资产投资的资金制约 森川 正之（RIETI）

12-J-015 2012/5 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及刘易斯拐点
深尾 京司（RIETI） 
袁 堂军（复旦大学）

Ⅴ-1

12-J-014 2012/5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电子商业交易效果分析
安 相勋（韩国开发研究院） 
金 荣懿（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12-J-013 2012/5 关于企业教育培训的决定因素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
权 赫旭（RIETI） 
金 荣懿（专修大学） 
牧野 达治（一桥大学）

12-J-012 2012/5
日本的第三部门组织的现状与课题——不同法人形式的组织、治理和

财政的比较
后 房雄（RIETI） SP-6

12-J-011 2012/4 建设应急临时住房与援助受灾群众：阪神淡路大地震 宇南山 卓（RIETI）

12-J-010 2012/4 政府负担与企业行为——基于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小林 庸平（RIETI）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及川 景太（RIETI） 
曾根 哲郎（RIETI）

Ⅷ-1

12-J-009 2012/4 展望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孟 健军（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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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2-J-008 2012/4 关于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合并的定量评估
大桥 弘（RIETI） 
远山 佑太（东京大学）

Ⅵ-4

12-J-007 2012/4 电力供给与产业结构 佐藤 仁志（RIETI） Ⅰ-1
英文

13-E-022 2013/3 Time to IPO: Role of heterogeneous venture capital

MIYAKAWA Daisuk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pital Formation,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TAKIZAWA Miho（Toyo Univ.）

SP-1

13-E-021 2013/3
Role of Inter-�rm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level data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
SAITO Yukiko （RIETI）
UESUGI Iichiro （RIETI）

SP-1

13-E-020 2013/3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Vertical FDI: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level data

HAYAKAWA Kazunobu （Bangkok Research 
Center, JETRO）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

Ⅴ-6

13-E-019 2013/3
Performance of Newly Listed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 
and venture capital data

MIYAKAWA Daisuk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pital Formation,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TAKIZAWA Miho （Toyo Univ.）

Ⅴ-6

13-E-018 2013/3
Do Technology Shocks Lower Hours Worked? Evidence from the 
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KWON Hyeog Ug （RIETI）
KO Jun-Hyung （the Univ. of Tokyo）

Ⅴ-5

13-E-017 2013/3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Test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 
New evidence from unique survey responses in Japan

SHIMIZUTANI Satoshi （RIETI） Ⅷ-2

13-E-016 2013/3
Revisiting the Labor Supply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Test: New evidence from its elimination and reinstatement in  
Japan

SHIMIZUTANI Satoshi （RIETI）
OSHIO Takashi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

Ⅷ-2

13-E-015 2013/3 Why is Exporting Hard in Some Sectors?
Anders AKERMAN （Stockholm Univ.）
Rikard FORSLID （Stockholm Univ.）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

Ⅰ-1

13-E-014 2013/3 A Spatial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Agglomeration Determinants
MORI Tomoya（RIETI）
Tony E. SMITH（Univ. of Pennsylvania）

Ⅲ-3

13-E-013 2013/3
A Probabilistic Modeling Approach to the Detec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MORI Tomoya（RIETI）
Tony E. SMITH（Univ. of Pennsylvania）

Ⅲ-3

13-E-012 2013/3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Subsidiaries in Japa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des among listed �rms

USHIJIMA Tatsuo（Aoyama Gakuin Univ.）
Ulrike SCHAEDE（Univ.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P-3

13-E-011 2013/3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Gaps and the Export Status of Firms: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Japan

Flora BELLONE（Univ. of Nice Sophia-
Antipolis and GREDEG）
KIYOTA Kozo（RIETI）
MATSUURA Toshiyuki（Keio Univ.）
Patrick MUSSO（Univ. of Nice Sophia-
Antipolis and GREDEG）
Lionel NESTA（Observatoire Français des 
Conjonctures Economiques［OFCE］）

Ⅴ-6

13-E-010 2013/2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2008-09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Japan

HOSONO Kaoru（Gakushuin Univ.）
TAKIZAWA Miho（Toyo Univ.）
TSURU Kotaro（RIETI）

Ⅷ-1

13-E-009 2013/2
Endowment E�ect and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individuals

TOMIURA Eiichi（RIETI）
ITO Banri（RIETI）
MUKUNOKI Hiroshi（Gakushuin Univ.）
WAKASUGI Ryuhei（RIETI）

Ⅰ-3

13-E-008 2013/2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Foreign Visitors to Japan TANAKA Ayumu（RIETI）

13-E-007 2013/2
Firm Productivity and Exports in the Wholesale Sector: Evidence 
from Japan

TANAKA Ayumu（RIETI） Ⅰ-1

13-E-006 2013/2
Open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s

ITO Banri（RIETI）
TANAKA Ayumu（RIETI）

Ⅰ-1

13-E-005 2013/1
Regional Variations in Productivity Premium of Exporters: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
TOMIURA Eiichi（RIETI）

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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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004 2013/1 Regionalization vs. Globalization

HIRATA Hideaki（Hosei Univ./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yhan KOS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ristopher OTROK（Univ. of Missouri/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Ⅷ-1

13-E-003 2013/1
Decomposi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Shocks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using the Current Survey of Production

KONISHI Yoko（RIETI）
NISHIYAMA Yoshihiko（Kyoto Univ.）

Ⅴ-7

13-E-002 2013/1 O�shoring Bias in Japan's Manufacturing Sector
FUKAO Kyoji（RIETI）
ARAI Sonoe（RIETI）

Ⅴ-1

13-E-001 2013/1
Resource-based Regions, the Dutch Disease and City Develop-
ment

TAKATSUKA Hajime（Kagawa Univ.）
ZENG Dao-Zhi（Tohoku Univ.）
ZHAO Laixun（Kobe Univ.）

Ⅲ-1

12-E-082 2012/12
Empirical Analysi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Japanese 
Assembly-typ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 1985-2000: Using a 
�exible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TOKUNAGA Suminori（Univ. of Tsukuba）
KAGEYAMA Masahiro（Joyo Bank）
AKUNE Yuko（Reitaku Univ.）
NAKAMURA Ryohei（RIETI）

Ⅲ-6

12-E-081 2012/12 The E�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Germany's Exports
Willem THORBECKE（RIETI）
KATO Atsuyuki（Waseda Univ.）

Ⅱ-6

12-E-080 2012/12
The Impact of Host Countries'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Univer-
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rms

SUZUKI Shinya（NISTEP）
Rene BELDERBOS（Univ. of Leuven, UNU-
MERIT, and Maastricht Univ.）
KWON Hyeog Ug（RIETI）
FUKAO Kyoji（RIETI）

Ⅴ-4

 12-E-079 2012/12
E�ect of Work-Life Balance Practices on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level panel data

YAMAMOTO Isamu（Keio Univ.）
MATSUURA Toshiyuki（Keio Univ.）

Ⅶ-1

12-E-078 2012/12
The AMU Deviation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Adjusted by the Balassa-Samuelson E�ect

OGAWA Eiji（RIETI）
WANG Zhiqian（Hitotsubashi Univ.）

Ⅱ-2

12-E-077 2012/12
New-to-Market Product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rm-level innovation survey in Japan

ISOGAWA Daiya（the Univ. of Tokyo）
NISHIKAWA Kohei（Setsunan Univ.）
OHASHI Hiroshi（RIETI）

Ⅵ-1

12-E-076 2012/12
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a Sample of Twins 
―The case of Japan―

NAKAMURO Makiko（Tohoku Univ.）
INUI Tomohiko（Nihon Univ.）

Ⅴ-5

 12-E-075 2012/11 How Fast Are Prices in Japan Falling?
IMAI Satoshi（Statistics Bureau of Japan）
SHIMIZU Chihiro（Reitaku Univ.）
WATANABE Tsutomu（RIETI）

Ⅱ-4

12-E-074 2012/11 Doing Business in Asia ICHIJO Kazuo（RIETI） Ⅶ-5

 12-E-073 2012/11
Producers' Service Improvements and Manufacturing Agglom-
eration When Taking Trade Costs as a Mediator Variable: Mecha-
nism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ZHAO Wei（RIETI）
ZHENG Wenwen（Zhejiang Univ.）

12-E-072 2012/11
Dynamic Externalitie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 em-
pirical comparison among China's top three municipalities

ZHAO Ting（Zhejiang Gongshang Univ.）
ZHAO Wei（RIETI）

 12-E-071 2012/10 Doe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aithfully Describe Reality? TABUCHI Takatoshi（RIETI） Ⅲ-2

 12-E-070 2012/10 Trade Costs, Wage Di�erence, and Endogenous Growth
TANAKA Akinori（Osaka Univ.）
YAMAMOTO Kazuhiro（Osaka Univ.）

Ⅲ-2

 12-E-069 2012/10
The Effects of FDI on Domestic Employment and Workforce 
Composition

TANAKA Ayumu（RIETI） Ⅰ-1

12-E-068 2012/10
Public Pension Bene�ts Claiming Behavior: New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udy on Aging and Retirement

SHIMIZUTANI Satoshi（RIETI）
OSHIO Takashi（Hitotsubashi Univ.）

Ⅷ-2

12-E-067 2012/10 Estimating Trade Elasticities for World Capital Goods Exports Willem THORBECKE（RIETI） Ⅱ-6

12-E-066 2012/10
Measuring Gross Output, Value Added, Employmen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t Industry Level, 1987-
2008―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P Database（Round 1.0）

WU Harry（Hitotsubashi Univ.） Ⅴ-1

12-E-065 2012/10 Accounting for Labor Input in Chinese Industry, 1949-2009
WU Harry（Hitotsubashi Univ.）
YUE  Ximing（Renmin Univ. of China）

Ⅴ-1

12-E-064 2012/10 Strategies for Japanese Companies in India KONDO Masanori（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 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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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063 2012/10
Capital Mobility―A resource curse or blessing? How, when, and 
for whom? 

OGAWA Hikaru（Nagoya Univ.）
OSHIRO Jun（Osaka Univ.）
SATO Yasuhiro（Osaka Univ.）

Ⅲ-2

 12-E-062 2012/10 Natural Disasters, Damage to Banks, and Firm Investment

HOSONO Kaoru（Gakushuin Univ.）
MIYAKAWA Daisuke（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UCHINO Taisuke（RIETI）
HAZAMA Makoto（Hitotsubashi Univ.）
ONO Arito（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UCHIDA Hirofumi（Kobe Univ.）
UESUGI Iichiro（RIETI）

12-E-061 2012/10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of the Japanese and Europeans in Later 
Life: Evidence from JSTAR and SHARE

FUJII Mayu（Hitotsubashi Univ.）
OSHIO Takashi（Hitotsubashi Univ.）
SHIMIZUTANI Satoshi（RIETI）

Ⅷ-2

12-E-060 2012/9
Firm Growth and E�cienc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 new test 
of the e�cient structure hypothesis

HOMMA Tetsushi（Univ. of Toyama）
TSUTSUI Yoshiro（Osaka Univ.）
UCHIDA Hirofumi（Kobe Univ.）

SP-1

12-E-059 2012/9
Life-cycle Productivity of Industrial Inventors: Education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NISHI Koichiro（Osak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GAOKA Sadao（RIETI）

Ⅳ-1

12-E-058 2012/9
E�ects of Ownership on Exports and FDI: Evidence from Chinese 
�rms

WAKASUGI Ryuhei（RIETI）
ZHANG Hongyong（Kyoto Univ.）

Ⅰ-1

12-E-057 2012/9
Negative E�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unusual 
suspects?

TAKECHI Kazutaka（Hosei Univ.） Ⅰ-4

12-E-056 2012/9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Lewisian 
Turning Point

FUKAO Kyoji（RIETI）
YUAN Tangjun（Fudan Univ.）

Ⅴ-1

12-E-055 2012/9 An Eaton-Kortum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NAITO Takumi（Waseda Univ.） Ⅰ-4
12-E-054 2012/9 Banking in the Lagos-Wright Monetary Economy KOBAYASHI Keiichiro（RIETI） Ⅱ-3
12-E-053 2012/9 Demographic Change and 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 KOBAYASHI Keiichiro（RIETI） Ⅱ-3
12-E-052 2012/9 Persistent Productivity Decline Due to Corporate Default KOBAYASHI Keiichiro（RIETI） Ⅱ-3

12-E-051 2012/8
The Compress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Suntech Power

MARUKAWA Tomoo（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the Univ. of Tokyo） Ⅶ-5

12-E-050 2012/8
Option Value of Work, Health Status, and Retirement Decisions: 
New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Study on Aging and 
Retirement（JSTAR）

SHIMIZUTANI Satoshi（RIETI）
FUJII Mayu（Hitotsubashi Univ.）
OSHIO Takashi（Hitotsubashi Univ.）

Ⅷ-2

12-E-049 2012/8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 in Japan: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hybridization 

MIYAJIMA Hideaki（RIETI） SP-3

12-E-048 2012/7
New Regression Models with Egocentric Social Network Data: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party preference in Japan

YAMAGUCHI Kazuo（RIETI） SP-8

12-E-047 2012/7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Domestic Operation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Normal period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O Mitsuyo（Keio Univ.）
KIMURA Fukunari（Keio Univ./ERIA）

Ⅴ-6

12-E-046 2012/7
Do Bond Issues Mitigate Hold-up Costs? Evidence from Japan's 
�nancial liberalization period

UCHINO Taisuke（RIETI） SP-1

12-E-045 2012/7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Intangible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s

MORIKAWA Masayuki（RIETI）

12-E-044 2012/7 Industry-speci�c Real E�ective Exchange Rates for Japan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
Nagendra SHRESTHA（Yokohama National 
Univ.）
ZHANG Shajuan（Yokohama National 
Univ.）

Ⅱ-2

12-E-043 2012/7
Th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Industry-specific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in Japan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
Nagendra SHRESTHA（Yokohama National 
Univ.）
ZHANG Shajuan（Yokohama National 
Univ.）

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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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042 2012/6
Determinants of Essent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Manufacturing firms vs. 
non-manufacturing patentees

Byeongwoo KANG（the Univ. of Tokyo）
MOTOHASHI Kazuyuki（RIETI）

Ⅳ-3

12-E-041 2012/6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AOYAMA Hideaki（RIETI）
IYETOMI Hiroshi（the Univ. of Tokyo）
YOSHIKAWA Hiroshi（RIETI）

Ⅵ-2

12-E-040 2012/6 Scaling Laws in Labor Productivity

FUJIWARA Yoshi（Univ. of Hyogo）
AOYAMA Hideaki（RIETI）
Mauro GALLEGATI（Polytechnic Univ. of 
Marche, Italy）

Ⅵ-2

12-E-039 2012/6
Rising Wage Inequality Within Firm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health insurance society data

SAITO Yukiko（RIETI）
KOUNO Toshiaki（Fujitsu Research 
Institute）

Ⅶ-2

12-E-038 2012/6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y Imports and the Growth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Plants

Anna Maria MAYDA（Georgetown Univ.）
NAKANE Masato（RIETI）
Chad STEINBERG（RIETI）
YAMADA Hiroyuki（Osaka Univ.）

12-E-037 2012/6
Measurement of Intangible Investments by Industry and Its 
Role i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Utilizing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CHUN Hyunbae（Sogang Univ.）
FUKAO Kyoji（RIETI）
HISA Shoichi（Yokohama City Univ.）
MIYAGAWA Tsutomu（RIETI）

Ⅴ-2

 12-E-036 2012/5
Open Innovation and Firm's Surviva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y using a linked dataset of patent and enterprise census 

MOTOHASHI Kazuyuki（RIETI） Ⅳ-3

12-E-035 2012/5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 by Disaggregated Cost 
Bene�t

MANAGI Shunsuke（RIETI） Ⅵ-5

12-E-034 2012/5
Does New Entry Drive Out Incumbents?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level data in Japan

ITO Keiko（RIETI）
KATO Masatoshi（Kwansei Gakuin Univ.）

12-E-033 2012/5
Productivity and FDI of Taiwan Firms: A review from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WAKASUGI Ryuhei（RIETI）
NATSUHARA Takashi（Kyoto Univ.）

Ⅰ-1

12-E-032 2012/5 Are the "ASEAN Plus Three" Countries Coming Closer to an OCA? KAWASAKI Kentaro（Toyo Univ.） Ⅱ-2

12-E-031 2012/5
Firms' Cash Holdings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corporate �nance

SHINADA Naoki（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12-E-030 2012/5 Aggregate and Firm-Level Volatility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KIM YoungGak（Senshu Univ.）
KWON Hyeog Ug（RIETI）

12-E-029 2012/5
Short-run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VAT R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 consumption tax rate increase in Japan

David CASHIN（Univ. of Michigan）
UNAYAMA Takashi（RIETI）

12-E-028 2012/5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the Gap between Marginal 
Productivity and Wages of Workers

KODAMA Naomi（RIETI）
ODAKI Kazuhiko（RIETI）

12-E-027 2012/4
Networked FDI: Sales and sourcing patterns of Japanese foreign 
a�liates

Richard BALDWIN（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

Ⅰ-1

12-E-026 2012/4
By a Silken Thread: Regional banking integration and pathways 
to �nancial development in Japan's Great Recession

Mathias HOFFMANN（Univ. of Zurich, 
CESifo）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

Ⅲ-1

12-E-025 2012/4 A New Micro-Foundation for Keynesian Economics YOSHIKAWA Hiroshi（RIETI）

12-E-024 2012/4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Decisions of Firms with Spatial 
Dependency

ITO Yukiko（Tokyo Gakugei Univ.）

12-E-023 2012/4
Localization of Inter�rm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s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NAKAJIMA Kentaro（Tohoku Univ.）
SAITO Yukiko（RIETI）
UESUGI Iichiro（RIETI）

SP-1

12-E-022 2012/4
The Effects of a Megabank Merger on Firm-Bank Relationships 
and Borrowing Costs

UCHINO Taisuke（RIETI）
UESUGI Iichiro（RIETI）

SP-1

12-E-021 2012/4
Transactions as a Sour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Buyer-
seller matching in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AKAJIMA Kentaro（Tohoku Univ.）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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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020 2012/4
Product and Labor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Scale Economies: 
Micro-evidence on France,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Sabien DOBBELAERE（VU Univ. Amsterdam, 
Tinbergen Institute and IZA Bonn）
KIYOTA Kozo（RIETI）
Jacques MAIRESSE（CREST［ParisTech-
ENSAE］, UNU-MERIT［Maastricht Univ.］an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Ⅴ-6

12-E-019 2012/4
The Short- and Long-Run E�ects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he Japa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Willem THORBECKE（RIETI） Ⅱ-6

12-E-018 2012/4
Bank E�ciency and Client Firms' Expor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m-bank match-level data

INUI Tomohiko（Nihon Univ.）
MIYAKAWA Daisuke（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SHOJI Keishi（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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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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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_pdp.html）。

※以下为2012年4月—2013年3月期间发表的政策论文。

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3-P-005 2013/3 中国企业的对外并购是否成功？

乾 友彦（日本大学）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谭 筱霏（东京大学） 
户堂 康之（RIETI） 
羽田 翔（日本大学）

Ⅴ-4

13-P-004 2013/3 关于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 小林 庆一郎（RIETI） Ⅱ-3

13-P-003 2013/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Willem THORBECKE （RIETI） 
Nimesh SALIKE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Ⅱ-6

13-P-002 2013/1 推进女性就业与日本企业摆脱功能不全 山口 一男（RIETI）

13-P-001 2013/1 “关于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企业遭受损失的调查”结果及其考察 滨口 伸明（RIETI） Ⅲ-1

12-P-020 2012/12
关于生产动态统计调查与工业统计调查的营业所对接法（2005年—

2009年）
小西 叶子（RIETI） Ⅴ-7

12-P-019 2012/11
从宏观审慎政策的观点看90年代对房地产融资的总量限制——年表

与政策性含义
植村 修一（RIETI）

12-P-018 2012/10
Innovation and Growth Policies in Japan-U.S. Economic Rela-
tions: Considering areas for new engagement 

Sean CONNELL （RIETI）

12-P-017 2012/9 标准和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与政策
青木 玲子（RIETI） 
新井 泰弘（青森公立大学） 
田村 杰（RIETI）

Ⅳ-2

12-P-016 2012/8 Japan-India Economic Relationship: Trends and prospects　 KONDO Masanori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Ⅶ-5

12-P-015 2012/8
日本企业开放性创新的新潮流：对大型制造厂商的采访调查结果和

考察

元桥 一之（RIETI） 
上田 洋二（METI） 
三野 元靖（METI）

Ⅳ-3

12-P-014 2012/7
东北地区引进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果：根据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对引

进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分析

石川 良文（南山大学） 
中村 良平（RIETI） 
松本 明（X城市研究所）

Ⅲ-6

12-P-013 2012/7
如何理解日本企业董事会构成的变化：董事会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与引

进外部董事的效果

宫岛 英昭（RIETI） 
小川 亮（RIETI） SP-3

12-P-012 2012/7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禁止履行要求规则的法律结构 玉田 大（神户大学） Ⅰ-5

12-P-011 2012/6 欧洲财政危机及其对日本的意义 深尾 光洋（RIETI） Ⅷ-1

12-P-010 2012/5 从企业问卷调查看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与经济增长政策 森川 正之（RIETI）

12-P-009 2012/5
Exploring Future Application of Plurilateral Trade Rules: Lessons 
from the ITA and the ACTA　

NAKATOMI Michitaka （RIETI） Ⅰ-7

12-P-008 2012/4 展望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研究

藤井 聪（京都大学） 
久米 功一（名古屋商科大学） 
松永 明（RIETI） 
中野 刚志（RIETI）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2　　49



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2-P-007 2012/4 完善工业统计追踪调查的转换程序（1993年—2009年）

阿部 武司（RIETI） 
人见 和也（RIETI） 
小西 叶子（RIETI） 
富田 秀昭（RIETI） 
内野 泰助（RIETI）

SP-4

12-P-006 2012/4
East Asian Supply Chains and Relative Prices: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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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学术研讨会、讲座

各种宣传资料出版物

开展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唤起政策讨论是政

策研究机关的重要作用。RIETI 的研究成果通过出

版物、学术研讨会和讲座、网站、各种宣传资料进

行推广。

研究成果的普及

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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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的出版物介绍（2011年—2015年）

日本的企业治
理——重新设计
与恢复竞争力
2011 年 6 月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4,800 日元／449 页

IFRS时代的最佳
公开制度
2011 年 10 月

古贺 智敏 编著

千仓书房 
4,600 日元／361 页

非正式就业改革
——如何改变日
本的劳动方式
2011 年 6 月 
鹤 光太郎、樋口 美雄、

水町 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400 日元／318 页

“企业法”改革
的逻辑——激励
机制的制度设计
2011 年 11 月

宍户 善一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6,000 日元／412 页

“失去的20年”
与日本经济
2012 年 3 月 
深尾 京司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4,200 日元／321 页

现代日本企业的
国际化——跟踪
数据分析
2011 年 10 月 
若杉 隆平 编
岩波书店 
6,600 日元／216 页

创造高科技产业 
的地区环保体系
2012 年 4 月

西泽 昭夫、忽那 宪治、 
樋原 伸彦、佐分利 应贵、

若林 直树、金井 一赖 著
有斐阁 
3,200 日元／303 页

从国际比较的观
点思考日本的工
作生活平衡
2012 年 6 月

武石 惠美子 编著

Minerva 书房

6,000 日元／355 页

日本经济的潜
力——卧龙醒来
之时
2011 年 8 月

户堂 康之 著
中公新书 
740 日元／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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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产业政策史 1
——总论
2013 年 1月 
尾高 煌之助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38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3
——产业政策
2012 年 4 月

冈崎 哲二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59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2
——通商贸易政策
2013 年 1月

阿部 武司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11,000 日元／935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8
——生活产业政策
2012 年 6 月

松岛 茂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38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 7
——机械信息产业
政策
2013 年 3 月

长谷川 信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11,000 日元／935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12
——中小企业政策
2013 年 3 月

中田 哲雄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14,000日元／1,327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12卷介绍

通商产业政策史5
——选址、环境与
安全政策
2011 年 6 月

武田 晴人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9,000 日元／720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6
——基础产业政策
2011 年 7 月

山崎 志郎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51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10
——资源能源政策
2011 年 7 月 
橘川 武郎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459 页

通商产业政策史11
——知识产权政策
2011 年 10 月

中山 信弘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日元／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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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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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

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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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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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日元／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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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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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日元／323 页

政府的大小与 
社会保障制度
2007 年 6 月

橘木 俊诏 编
东京大学出版社会

3,800 日元／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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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与贸易
2008 年 4 月

山下 一仁 编著

日本评论社

5,300 日元／498 页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 Paci�c
2009 年 12 月

URATA Shujiro, 
Christopher FINDLAY 编著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US$9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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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 日元／208 页

日本企业的对华
投资
2009 年 12 月

柴生田 敦夫 著
三和书籍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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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日元／238 页

Transforming  
East Asia
2006 年 9 月

MUNAKATA Naoko 著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4.95／258 页

第二期的出版物介绍（2006 年—2010 年）

环境与贸易
2011 年 3 月

山下 一仁 著
日本评论社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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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日元／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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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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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日元／319 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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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 日元／347 页

Productivity in Asia
2007 年 12 月

Dale JORGENSON,  
KURODA Masahiro, 
MOTOHASHI Kazuyuki 编著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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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日元／259 页

生产率与创新体系
2011 年 3 月

藤田 昌久、 
长冈 贞男 编著

日本评论社

4,600 日元／369 页

相关研究领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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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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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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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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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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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日元／238 页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2007 年 9 月

AOKI Masahiko,  
Gregory JACKSON,  
MIYAJIMA Hideaki 编著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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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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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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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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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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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日元／268 页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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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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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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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日元／612 页

医疗改革
2002 年 2 月

川渕 孝一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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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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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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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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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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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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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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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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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日元／369 页

宽带时代的制度
设计
2002 年 4 月

林 纮一郎、 
池田 信夫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500 日元 / 259 页

模块化
2002 年 2 月

青木 昌彦、 
安藤 晴彦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2,800 日元／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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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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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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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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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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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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日元／274 页

超越国境的市民
网络
2003 年 2 月

目加田 说子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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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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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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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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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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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 日元／367 页

对地球温暖化问
题的重新验证
2004 年 1月

泽 昭裕、 
关 总一郎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400 日元／328 页

企业福利的制度
改革
2003 年 8 月

橘木 俊诏、 
金子 能宏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600 日元／244 页

民意民力
2003 年 5 月

泽 昭裕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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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日元／339 页

金融大爆炸的 
政治经济学
2003 年 1月

户矢 哲朗 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3,800 日元／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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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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产业生产率”的部分成果——“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2012 年版（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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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P2012/index.html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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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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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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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研究员提出政策性建议的“专栏文章”栏目中设置了读者意见投稿栏，完善了网络讨

论的环境。此外，在“从世界看日本”栏目中，介绍以美国为主的世界权威研究人员在经

济政策、安全保障、环境问题等各种话题上对日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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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数累计

2002年1月22日—

2013年3月底（约11年间）
2012年4月—

2013年3月底（2012年度）

日文 6,886,008 956,177

英文 1,950,358 405,523

中文    616,962   61,582

58　　宣传活动 ②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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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I-RIETI研讨会

为实现大地震后的复兴与新经济增长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32201/info.html

时间 2013/3/22
会场 江阳大饭店（Koyo Grand Hotel）
主办 METI、RIETI
后援 东北大学

会议日程

开幕辞

来宾致辞

基调讲演1 “为促进复兴和新经济增长——重新建立供应链与加强地区集
群力”

基调讲演2 “为实现东北产业的复兴”

嘉宾讨论 为实现复兴与新经济增长

闭幕辞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数井 宽 （东北大学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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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杉 隆平 （RIETI SRA・PD・FF，横滨国立大学客座教授，京都大学
名誉教授）

奥村 诚 （RIETI FF，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灾害科学国际研究
所教授）

川村 贤寿 （KAWAMURA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泽田 康幸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户堂 康之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教
授）

永田 理 （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滨口 伸明 （RIETI PD FF，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山田 尚义 （METI东北经济产业局局长）

横山 广人 （IWAKI DIECAST CO.,LTD.专务董事）

纪念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完成研讨会

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转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12901/info.html

时间 2013/1/29
会场 全社协滩尾礼堂

主办 METI、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辞

　METI官员致辞

　讲演 “关于编纂通商产业政策史的意义”

　基调讲演 “迎来转变期的通商产业政策的理念”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佐藤 YUKARI （经济产业大臣政务官、参议院议员）

尾高 煌之助 （法政大学名誉教授，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武田 晴人 （RIETI研究项目主任兼教职研究员，东京大学研究生
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及川 耕造 （一般社团法人发明推进协会副会长）

石黑 宪彦 （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局长）

大桥 弘 （RIETI PD・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冈崎 哲二 （RIETI FF，东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今野 秀洋 （三菱商事董事（原METI审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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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TI政策研讨会

作为“新公共”担纲主体的第三部门：各种法人形式的现
状和构建第三部门的课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73101/info.html

时间 2012/7/31
会场 全社协滩尾会议厅

主办 RIETI
後援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第三部门经营者协会（JACEVO）、公益财团法

人公益法人协会（JACO、预定）、公益财团法人生协综合研究所
（CCIJ、预定）、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市民论坛21NPO中心

会议日程

　开幕辞

　总论 “日本第三部门的现状与经营课题”

嘉宾讨论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后 房雄 （RIETI FF，日本第三部门经营者协会理事长，名古屋大学
教授）

青木 信之 （内阁府大臣官房审议官）

太田 达男 （公益法人协会理事长）

栗本 昭 （生协综合研究所理事、主任研究员）

田岛 诚一 （社会事业大学教授，财团法人日本老人福祉财团理事长）

藤冈 喜美子 （市民论坛21NPO中心理事兼秘书长）

METI—RIETI研讨会

以“成熟”和“多样性”为力量
——从价格竞争转向创造价值的经济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72001/info.html

时间 2012/07/20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METI、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辞

　基调演讲

嘉宾讨论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枝野 幸男 （经济产业大臣）

伊藤 元重 （新产业结构分会会长，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
究科教授）

柏木 齐 （新产业结构分会委员，利库路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顾
问）

鹤 光太郎 （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
授）

宫岛 香澄 （新产业结构分会委员，日本电视放送网股份有限公
司报道局解说委员）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宣传活动 ③ -1 研讨会



METI-RIETI研讨会

日本的灾后复兴之路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42401/info.html

时间 2012/04/24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METI、RIETI
后援 OECD东京中心

会议日程

开幕辞

大臣致词

基调演讲 “Revitalizing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way forward”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枝野 幸男 （经济产业大臣）

安赫尔•古里亚 （经合组织秘书长）

深尾 光洋 （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小林 庆一郎 （RIETI S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原山 优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技产业局副局长）

角野 然生 （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结构课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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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韩研讨会

地区内货币金融合作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52401/info.html

时间 2012/05/2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韩国NEAR（North East Asia Research）财团、中国社会科学
院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Remarks from Representatives of NEAR and CASS
　Keynote Speech

Session 1
　Impacts and Lessons of the Euro Crisis from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Session 2
　Long-term and For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ssues
Session 3
　Panel Discussion

　Conclusion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CHUNG Duck-Koo （Chairman, the NEAR Foundation）
HE Fan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ASS）
ITO Takatoshi （FF and PD, RIETI/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ATO Kiyotaka （Professor,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Project Member, RIETI）
OGAWA Eiji （FF, RIETI/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IM Soyoung （Professo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FUKAGAWA Yukiko （Professor, Waseda University）
LONG Guoqiang （Director Gener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RHEE Yeongseop （Professo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CHOI Gongpil （Senior Research Fellow, Korea Institute of Finance）
FUKUDA Shin-ichi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XU Mingqi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MIZU Junko （Professor, Gakushuin University）
KIM Jung-Sik （Professor, Yonsei University）
ZHOU Qiangwu （Deputy Director, Asia-Pacific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NO Arito （Senior Economist,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RIETI-JETRO研讨会

贸易投资的全球治理——为保护自由贸易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60701/info.html

时间 2012/06/07
会场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总部（东京）

主办 RIETI、JETRO
后援 METI、他
会议日程

　开幕辞

　来宾致辞

　第一部分 WTO多哈回合与WTO改革

大会发言1“WTO与回合的现状及前景” 
嘉宾讨论

　第二部分 RTA与FTA的展望

大会发言1“亚太的RTA与FTA的展望” 
大会发言2“欧洲的亚太FTA战略” 
嘉宾讨论

　第三部分 诸边协议与全球治理

大会发言1“诸边协议与全球治理” 
大会发言2“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的扩大与东亚发展倡议
（IDEA）构想” 
大会发言3“诸边协议与发展中国家” 
嘉宾讨论

　闭幕辞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
所特聘教授）

中根 康浩 （经济产业大臣政务官）

Alejandro JARA （WTO副总干事）

石毛 博行 （JETRO理事长、RIETI CF）
金原 主幸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国际经济本部本部长）

Joao Aguiar MACHADO （欧盟执委会贸易总署副总署长）

中富 道隆 （RIETI高级研究员，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特别通商
谈判官）

张 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

黑田 淳一郎 （METI通商政策局通商机构部统筹参事官）

Jeffrey J. SCHOTT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

深川 由起子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

永田 理 （日本汽车工业会国际委员会委员长，丰田汽车股份公
司常务董事）

冈田 秀一 （METI经济产业审议官）

山下 一仁 （RIETI SF，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

Hosuk Lee MAKIYAMA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联席主
任）

押川 舞香 （WTO参事官）

小寺 彰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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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新春讨论会——今后的经济政策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12401/info.html

时间 2013/01/2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深尾 光洋（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鹤 光太郎（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
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研讨会

日本的创业活动的特征
—以创业活动与创业态度的关联性为中心—

时间 2013/01/21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基调演讲 “世界创业活动的现状—以2012年GEM调查结果为中心—”

研究报告 RIETI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课题

嘉宾讨论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Donna KELLY （巴布森学院）

高桥 德行 （RIETI，武藏大学）

本庄 裕司 （中央大学）

安田 武彦 （东洋大学）

铃木 正明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

各务 茂夫 （东京大学）

黑木 正树 （立命馆大学）

小门 裕幸 （法政大学）

研讨会

East Asia-EU Economic Roundtable
时间 2012/12/12
会场 Atrium Science
主办 Groupe d'Economie Mondiale （GEM）,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E）, RIETI
会议日程

Session 1 A "New Normal" of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Session 2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in Global Trade Policy?
Session 3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 Structural reforms during the 

crisis 
Session 4 The Green Agenda: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ession 5 What Next?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Fredrik ERIXON （ECIPE）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 （Gakushuin University）
CHO Yoon-Je （Sogang University）
André SAPIR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and Bruegel）
Guy de JONQUIERES （ECIPE）
AHN SeYoung （Sogang University）
LI Ronglin （Nankai University）
Dorothée ROUZET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lan WINTERS （University of Sussex）
Peter DRYSDAL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ean-Jacques HALLAER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ZHANG Jianp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 BUG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Jaime de MELO （University of Geneva）
SO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PARK Yung Chul （Korea University）

第三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企业的新全球发展与日本经济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30801/info.html

时间 2013/03/0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伊藤 惠子 （RIETI FF，专修大学经济系教授）

户堂 康之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新领域创造科学研究科
教授）

藤井 聪 （RIETI FF，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教授，内阁官房
顾问）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研讨会

全球化经济中有关技术的经济分析

时间 2013/01/2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第一部分
"An Eaton-Kortum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Market Acces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FDI"
第二部分
"Greenhouse-gas Emission Controls and International Carbon Leakage 
through Trade Liberalization"
"Patented Technology,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fringement Lawsuit"
第三部分
"The Price of Distance: Producer heterogeneity, pricing to market, and 
geographic barriers"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Subtleties with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第四部分
"Imitation Versus Innovation Costs: Patent policy under common patent 
length"
"The Impact of Post-TRIPS Patent Reforms o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s"
闭幕辞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市田 敏启 （早稻田大学副教授，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客座
研究员）

内藤 巧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

椋 宽 （学习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大久保 敏弘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

大野 由夏 （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武智 一贵 （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

石川 城太 （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Keith Eugene MASKUS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授）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宣传活动 ③-2 讲座，研习会



研讨会

Yokohama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rms
时间 2012/12/12-13
会场 Conference Center, PACIFICO Yokohama
主办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YNU）, Kyoto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IER）, RIETI
会议日程

12-Dec-12
Opening Remarks
Special Policy Talk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U.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s, accomplishments, and prospects"

Session 1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Export Intensity and Input Trade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Session 2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Chinese Exports: Firm-level Evidence"
"Task Content of Japanese Net Export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The 
Cases of Textiles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es"

13-Dec-02
Special Lectur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Firms and Export Markets"

Session 3
"Is Multinational Location Decision Affected by Access to Imports?"
"Trade Frictions Faced by and Market Access Give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Job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Dynamics in Vietnam"
"Who’s in The Forbes Global 2000? The Role of Home Market, 
Multinational Firm,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ism"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WAKASUGI Ryuhei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Kyoto 
University/RIETI）
Lee BRANSTETT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nd Former 
Senior Economi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LU Y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ODO Yasuyuki （RIETI/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U Miaojie （Peking University）
MUKUNOKI Hiro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TANG Heiwai （Tufts University）
JINJI Naoto （Kyoto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RIETI/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YANG Tzu-Ha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 （Nihon University）
FUJISAWA Tai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ndrew BERNARD （Dartmouth College）
FUNG Lorett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NISHIOKA Shuichiro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KOMORIYA Yoshimasa （Chuo University）
MA Hong （Tsinghua University）
SATO Hitoshi （RIETI）
KIYOTA Kozo （RIETI,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ENDOH Masahiro （Keio University）
HUANG Deng-Shing （Academia Sinica）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AKIYAMA Tar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研讨会

Japan-Korea Workshop on Productivity 
Analysis
时间 2012/12/07
会场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主办 The project on the "Impact of ICT Investment,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Dynamics on Japan's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RIETI, and College of Economics, Nihon University/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Center fo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SSK Research Unit for Firm 
Dyna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Sogang University 

会议日程

Welcome Remarks
Session 1

"Some Stylized Facts on Firm Distribution in Korea"
"Screening and Coaching: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yndicated ven-
ture capital"

Session 2
"Human Capital and Firm-level Productivity from the Human Capital 
Corporate Panel（HCCP）Data in Korea"
"Bank's Role as an Information Provider for Exports: Evidence from 
listed and unlisted firm data"

Session 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the KL-
EMS Database"
"Productivity Dynamics: A comparison of Korea and Japan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PYO Hak K.（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EE Jisoon（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NA Joonho（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EE Sokbae（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DBJ））
TAKIZAWA Miho（Toyo University）
KIM Jung-Wook（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EE Young Hoon（Sogang University）
SONG Saerang
CHOI Byungmo
JEONG Hyeok（KDI School）
INUI Tomohiko（Nihon University）
ITO Keiko（RIETI/Senshu University）
KIM Byung Yeon（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FUKAO Kyoji（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CHUN Hyunbae（Sogang University）
RHEE Keun Hee（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MUN Sungbae（Kookmin University）
AHN Sanghoon（KDI）
KIM Younggak（Senshu University）
KWON Hyeog Ug（RIETI/Nihon University）
PARK Jungsoo（Sog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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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TIER-KIET 研讨会

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时间 2012/11/1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TIER）,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KIET）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Keynote Speech
"Mainstreaming Global Resilience: The lessons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the Great Flood in Thailand"
SESSION 1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isks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on Companies in the 
Non-affected Areas"
"Improving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Risk sharing and cost 
down"
SESSION 2 Challenges in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Korean Firm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lectronics and automobile industries"
"Taiwa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Framework of 
Production Network"
SESSION 3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Intra-regional Trade of Parts and Material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Kore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Fluctuations: How does trade induce output 
co-movement?"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David S. HONG （President, TIER） 
SONG Byoung Jun （President, KIET）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RIETI）
SAITO Yukiko （F, RIETI） 
JANG Yoon-Jong （Director, KIET） 
CHIU Darson （Deputy Director, Macroeconomic Forecasting 
Center, TIER） 
SATO Hitoshi （F, RIETI） 
KUNG Ming-Hsin （Vice President, TIER） 
CHIOU Eric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TIER） 
YU Jinkeun （Senior Fellow, KIET） 

HIT-TDB-RIETI国际研讨会

关于企业间网络的经济分析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112901/info.html

时间 2012/11/29-30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一桥大学的研究项目“可实现持续增长的产业与金融网络设
计”、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第一部分 网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Produ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US firm-level data"
"Buyer-Supplier Networks and Aggregate Volatility: 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data"
"Network-motivated Lending Decision"
"Measuring the Systemic Risk in Interfirm Transaction Net-
works"

第二部分 企业间网络与经济地理学

"Roads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stimating Geographic Frictions on Interfirm Transactions"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
rations"

第三部分 创新与企业间网络

"Sources of Private and Public R&D Spillovers: Technological, 
geographic and relational proximity"
"Knowledge and Rent Spillovers through Government-
sponsored R&D Consortia"

第四部分 企业与银行间的关系型融资

"What Do Cash Holdings Tell Us about Bank-Firm Relation-
ships?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Natural Disasters, Damage to Banks, and Firm Investment"
"A Close Look at Loan-to-Value Ratios in Japan: Evidence from 
real estate registries"
"On the Non-Exclusivity of Loan Contracts: An empirical inves-
tigation"

闭幕辞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中岛 厚志 （RIETI）
渡边 努 （RIETI，东京大学）

小野 有人 （瑞穗综合研究所）

Vasco CARVALHO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家富 洋 （东京大学）

小仓 义昭 （早稻田大学）

小林 庆一郎 （RIETI，一桥大学）

植杉 威一郎 （RIETI，一桥大学）

宫川 大介 （日本银行）

Gilles DURANT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胥 鹏 （法政大学）

中岛 贤太郎 （东北大学）

西田 充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齐藤 有希子 （RIETI）
大野 由香子 （庆应大学）

水野 贵之 （筑波大学）

池内 健太 （NISTEP）
森川 正之 （RIETI）
冈室 博之 （一桥大学）

西村 淳一 （一桥大学）

玉田 俊平太 （关西学院大学）

小田 圭一郎 （RIETI）
小川 一夫 （大阪大学）

堀 雅博 （一桥大学）

细野 薰 （财务省，学习院大学）

铃木 通雅 （东京大学）

内田 浩史 （神户大学）

安田 行宏 （东京经济大学）

Hans DEGRYSE （KU Leuven and Tilburg University）

RIETI-TIER-KIET 研讨会

"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2012/11/13）



产业综合研究所公开实验室　演讲会

活用大数据（Big Data）创造未来社会　第一部
—AIST、IPA、RIETI联合策划—

时间 2012/10/26
会场 产业综合研究所筑波中心 第二会场（网络会议室）

主办 独立行政法人　产业综合研究所 （AIST）
会议日程

基调演讲

嘉宾讨论　活用大数据（Big Data）创造未来社会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元桥 一之 （RIETI FF/东京大学教授）

仲田 雄作 （独立行政法人 信息处理推进机构理事）

坂下 哲也 （一般财团法人 日本信息经济社会推进协会次长）

关口 智嗣 （AIST信息通讯电子学领域副研究统管）

田中 芳夫 （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创新研究科教授/AIST研究参
事）

RIETI-CASS-CESSA Joint-Workshop
Establishing Surveillance Indicators for Mon-
e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时间 2012/10/26-28
会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主办 RIETI、CASS、横滨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CESSA）
会议日程 OGAWA Eiji（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CESSA）
KAWASAKI Kentaro（Toyo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ersity）
Nagendra SHRESTH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CESSA）
ZHANG Shajuan（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CESSA）
WANG Zhiqian（Hitotsubashi University/GCOE of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E Xinhua（IWEP, CASS）
ZHANG Bin（IWEP, CASS）
XU Qiyuan（IWEP, CASS）
XIAO Lishen（IWEP, CASS）
JIN Zhongxia（Research Institute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XU Jianwei（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DAI Jinping（Nankai University）
DING Yibing（Jilin University）

RIETI创新讲座

经济与美国新专利法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101701/info.html

时间 2012/10/17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讲演　"Economics and the American Invents Act"
讨论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Stewart Graham博士（美国专利商标局首席经济师）

长冈 贞男（RIETI PF・FF,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青木 玲子（RIETI FF,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究员）

中屋 裕一郎（日本专利厅国际课课长助理）

RIETI特别BBL讲座

日本的新增长战略与世界经济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92401/info.html

时间 2012/09/2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讲演　"Japan's New Growth Strategy and the World Economy"
讨论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戴尔·乔根森（哈佛大学教授）

小林 庆一郎（RIETI S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佳能全球战
略研究所研究主任，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

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日元升值与产业空洞化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100501/info.html

时间 2012/10/05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伊藤 敏隆 （RIETI PD・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兼

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吉川  洋 （RIETI SRA・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
授）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RIETI特别BBL讲座
日本的新增长战略与世界经济

（2012/09/24）
戴尔·乔根森（哈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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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创新讲座

"Economics and the American 
Invents Act"（2012/10/17）
Stewart Graham博士（美国专利商
标局首席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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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Asia KLEMS 数据库管理讨论会

时间 2012/07/05-06
会场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a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主办 Asia KLEMS Committee
后援 RIETI, Soeo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Gakushuin University
会议日程

Opening and Introduction
SESSION 1 

"An Industry-level Production Account for the U.S., 1947-2010"
"Asia KLEMS Manual�Draft and Proposal"

SESSION 2
"Japan,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Korea,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SESSION 3
"Progress Report on China KLEMS"
"Progress Report on India KLEMS"

SESSION 4
"Progress Report on Malaysia KLEMS"
"Taiwan's KLEMS Database"
"Suggestions for Data Management in Asia KLEMS"

Discussions on future plan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LEE Chun-Seon（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HO Mun Sing（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and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PYO Hak K.（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RIETI/Gakushuin University）
FUKAO Kyoji（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UI Joji（RIETI/Shinshu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Nihon University）
RHEE Keun Hee（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CHUN Hyunbae（Sogang University）
LI Xiaoqin（The 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eb Kusum DAS（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Zaffrulla HUSSEIN（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Wan Fazlin NADIA（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LIN Yih-Ming（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Abdul A. ERUMBAN（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PJ讨论会

最低工资改革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91101/info.html

时间 2012/09/11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辞

第一部分 大会发言“最低工资的劳动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从各国研究
得出的俯瞰视点” 
大会发言“最低工资与就业：2007年修改最低工资法的影响”

第二部分 大会发言 "How do Firms Respond to an Increase in Minimum 
Wage? Direct Evidence on Firm's Internal Adjustment" 
大会发言“最低工资与地区间差距——实际工资与企业收益分
析”

第三部分 大会发言“最低工资与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讨论 
大会发言“最低工资的决定过程与生活救济水平的关系” 
大会发言“最低工资与贫困对策”

第四部分 评论及发言 
讨论前归纳整理 
全体讨论

闭幕辞 鹤 光太郎 （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
授）

川口 大司 （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森 悠子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聘研究员）

奥平 宽子 （冈山大学研究生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副教授）

大竹 文雄 （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泷泽 美帆 （东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森川 正之 （RIETI VP）
森 知晴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日本学术振兴会特聘研究
员）

玉田 桂子 （福冈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教授）

有贺 健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橘木 俊诏 （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

研讨会

DRC-RIETI 讨论会

时间 2012/08/21
会场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
主办 DRC、RIETI
会议日程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伊藤 万里（RIETI F）
八代 尚光（RIETI CF）
赵 昌文（企业研究所所长）

陈 小洪（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DRC-RIETI小型研讨会（2012/08/21）后的会谈
左：RIETI理事长 中岛厚志　右：DRC李主任



国际研讨会

标准与技术的生命周期、世代交替与相关课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2041201/info.html

时间 2012/04/12-13
会场 一桥大学 国立校园 Mercury塔楼 7层会议室

主办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代际问题研究机构）、RIETI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in Standards-setting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by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ow Are the Essential Patents of Standards Generated? Evidence from 
MPEG2, DVD, and WCDMA"

Session 2
"Knowledge Positions in High-tech Markets: Trajectories, standards, 
strategies, and true innovators"
"Essential Patents and Standard Dynamics"
"The Impacts of Attendees, Core Technological Competencie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Essent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mpirical 
analysis on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tandard"

Session 3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s in Jap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Software Market"
"Promoting Competition by Coordinating Prices: When rivals sh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ssion 4
"Patent Pools and Innovation Incentives"
"Informal Consortia and the R&D Cost of Standard Setting"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Session 5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closure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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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ization in Global and Japanese Mobile Manufacturers' R&D 
Portfolio: An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patent data"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
嘉宾/主持人

NAGAOKA Sadao（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SHIKAWA Jota（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eith MASKUS（University of Colorado）
TAMURA Suguru（Waseda University）
OHNO Yuka（Hokkaido University）
Rudi BEKKERS（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ustus BARON（MINES Paris Tech）
KAN Byeongwoo（University of Tokyo）
MUTO Shigeo（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UZUKI Takahiro（Kyoto University）
ARAI Yasuhiro（Aomori Public College）
Nancy GALLINI（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KAMURO Hiroyuk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CHOI Jay Pil（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Yann MENIERE（MINES Paris Tech）
AOKI Reiko（RIET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Branislav HAZUCHA（Hokkaido University）
Arianna MARTINELLI（Scuola Superiore Sant'Anna）
TSUKADA Naotoshi（RIETI）
WANG Tingting（Hitotsubas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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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
标准与技术的生命周期、世代交替与相关课题

（2012/04/12-13）
长冈 贞男（PD・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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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页左右

语言：日文 / 英文（英文只有增刊号）
季刊（日文）

增刊（英文）

宣传活动 ④　各种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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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研究成果

年度报告

RIETI的介绍

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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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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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页左右

语言：日文 / 英文 /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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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4 新体制下的中国经济的去向

演讲者 :  

评论员 :

孟 键军（RIETI VF，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IDEG）高级研究员）

关 志雄（RIETI CF，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3/03/07 国际金融的现状与日本的立场 演讲者 : 中尾 武彦（财务省财务官）

2013/02/28 席卷世界的家庭用燃料电池ENE-FARM的最新状况与展望
演讲者 :
评论员 :

柴田 恒雄（TOCO代表（原Panasonic燃料电池商业化项目负责人））

驹桥 徐（产业新闻工作者）

2013/02/27 东盟（ASEAN）的未来——泰国的作用与对缅甸的期待

演讲者 :  

评论员 :

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名誉教授，前东盟秘书

长）

西村 英俊（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秘书长）

2013/02/21 日本经济的展望与物价稳定目标
演讲者 : 林 伴子（内阁府政策统筹官（负责经济财政运营）参事官（负责经济对策和

金融））

2013/02/12 摆脱通货紧缩的条件 演讲者 : 渡边 努（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3/02/06 世界经济预测——人口负债时代的世界经济 演讲者 : 河野 龙太郎（BNP Paribas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本部首席经济师）

2013/01/23 思考日美关系 演讲者 : 藤崎 一郎（原日本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2013/01/15 Crisis, Commitment and the Corporation
演讲者 :
评论员 :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经营学教授）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教授）

2013/01/11 踯躅歧路的日本国防产业 演讲者 : 铃木 英夫（METI产业技术环境局局长）

2013/01/09 俄罗斯经济的课题与日本企业在俄罗斯的商务展望
演讲者 : 高桥 浩（一般社团法人俄罗斯NIS贸易会（ROTOBO）俄罗斯NIS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2012/12/14 奥巴马政权与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课题、成果与展望

演讲者 :
评论员 : 

Lee G. BRANSTETTER（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学副教授）

若杉 隆平（RIETI SRA・PD・FF，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客座教授，横滨国立大学

名誉教授、客座教授）

2012/12/07 大学改革的目标 演讲者 : 滨田 纯一（东京大学校长）

2012/12/05 关于非传统性货币政策 演讲者 : 植田 和男（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2/12/03‘预测未来2012—2025’——今后的‘世界’怎样变化？ 演讲者 : 田中 荣（Aquavit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商务设计师）

2012/11/28 社交游戏产业的现状与课题 演讲者 : 春田 真（TNA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2/11/20
Resource Challenges: Navigating through volatility to create 
long-term value

演讲者 : 
评论员 :

Tom ALBANESE（力拓矿业集团总裁）

荣 敏治（新日铁住金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2/11/16 以顾客满意的经营方式开展服务生产率革新 演讲者 : 内藤 耕（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服务工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2/11/02 欧洲危机的背景与未来
演讲者 : 住田 孝之（RIETI CF，JETRO布鲁塞尔中心（日本机械出口组合布鲁塞尔事务

所所长））

2012/11/01 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今后的预测与课题 演讲者 : 石井 详悟（IMF亚太地区事务所所长）

2012/10/31 企业家精神与Life Net人寿保险公司的挑战
演讲者 : 
评论员 :

岩濑 大辅（Life Net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冈田 江平（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资金课课长兼新产业室主任）

2012/10/23 成熟产业的重建与日本产业的复活 演讲者 : 河原 春郎（JVC建伍株式会社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2/10/19 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中的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 演讲者 : 久保 文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2012/10/16 美国GUI设计保护的当代潮流 演讲者 : Tracy-Gene G. DURKIN（Director, Sterne, Kessler, Goldstein & Fox P.L.L.C.）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 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 2001 年到 2013 年 3 月的九年间共举办了 815 次、其中 2012 年度举办了
62 次。BBL 研习会邀请国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发表演讲，跨越产学官之间的界限，针对各种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http://www.rieti.go.jp/
cn/events/bbl/index.html）。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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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5 Rural India: The emerging market 演讲者 : Pradeep KASHYAP （Founder & CEO, MART）

2012/10/12 Trade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演讲者 : Pascal LAMY（世界贸易组织（WTO）秘书长）

2012/10/04 谷物价格暴涨的背景与走向——日本农业的课题 演讲者 : 柴田 明夫（资源与粮食问题研究所董事长）

2012/10/03 Latest Developments in EU-Japan Trade and Economic Issues 演讲者 : Hans Dietmar SCHWEISGUT（欧盟驻日本代表部大使）

2012/09/26 最新旅馆业状况与改建 演讲者 : 小林 节（Palace Hotel总经理）

2012/09/24 日本的经济再生战略与世界经济

演讲者 : 
评论员 :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哈佛大学教授）

小林 庆一郎（RIETI S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

究主任，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

2012/09/21 JOGMEC的海洋资源开发对策 演讲者 : 古幡 哲也（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JOGMEC）总务部总务课课长）

2012/09/14
Which STI Policy Aftermath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Investment in Knowledge-based Capital （KBC） as a 
Response?

演讲者 : 
演讲者 :

Andrew W. WYCKOFF（OECD科学技术产业局局长）

Dominique GUELLEC（OECD科学技术产业局国别分析与展望课课长）

2012/09/13 通过基层医疗改变日本的医疗状况：质量与财政共立并存的关键
演讲者 : 
演讲者 :

井伊 雅子（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泽 宪明（英国家庭医疗专业医师）

2012/09/12 解读内外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趋势变化 演讲者 : 山田 大介（瑞穗实业银行执行董事产业调查部部长）

2012/09/07 美国JOBS法
演讲者 : 
评论员 :

Theodore A. PARADISE （Partner, Davis Polk & Wardwell LLP）
安达 俊久（日本风险投资协会会长，伊藤忠技术风险公司总经理）

2012/08/30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Policy 演讲者 : Patrick LOW（WTO首席经济学家）

2012/08/29 创新与贸易：为实现亚太地区的革新性增长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桐山 伸夫（RIETI CF，财务省大臣官房企划官（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贸易农业局高级政策分析官））

笹路 健（METI通商政策局亚太地区协作推进室主任）

坂田 一郎（RIETI CF，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教授）

2012/08/08 东日本大地震：政府支援灾民生活团队的活动与经验 演讲者 : 山下 哲夫（总务省行政管理局企划调整课课长）

2012/08/01 2012年度经济财政报告 演讲者 : 杉原 茂（内阁府官房审议官（负责经济财政分析））

2012/07/25 构建资源能源政策不可或缺的国际标准化的视点 演讲者 : 平沼 光（东京财团研究员、政策制定人）

2012/07/18
为推进工作方式改革的人事管理课题：从工作生活平衡的国际比

较调查获得的启示
演讲者 : 武石 惠美子（法政大学职业设计系教授）

2012/07/11 风险、不确定性及预料之外 演讲者 : 植村 修一（RIETI SF）

2012/07/06 2012年版贸易白皮书：在与世界联动中扩展的发展新领域
演讲者 : 
演讲者 :

桐山 伸夫（RIETI CF, METI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主任）

关口 训央（RIETI CF, METI产业技术环境局认证课课长助理）

2012/07/04 女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演讲者 : 
评论员 : 

Georges DESVAUX （麦肯锡公司日本分公司总经理）

山口 一男（RIETI VF, 芝加哥大学Hanna Holborn Grey Professor of 
Sociology）

2012/06/27 美国的电力自由化的状况与MISO的对应
演讲者 : John R. BEAR（President & CEO, Midwest Independent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Inc. （MISO））

2012/06/26 节电对策与热岛对策
演讲者 : 玄地 裕（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安全科学研究部门材料能源能源研究组组

长）

2012/06/22【通商产业政策史系列】 20世纪末日本产业政策的体制变化 演讲者 : 冈崎 哲二（RIETI FF,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2/06/19 全球人才战略——如何发挥多样化的作用 演讲者 : 橘・Fukushima・咲江（G&S Global Advisors Inc.总经理）

2012/06/15 以‘成熟’和‘多样性’为力量——从价格竞争转向创造价值的经济 演讲者 : 角野 然生（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结构课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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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4 多种多样的人才活用——全球化与战略性人事管理

演讲者 : 
评论员 : 

谷口 真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山口 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Hanna Holborn Grey Professor of 
Sociology）

2012/06/13 了解过去，预测更现实的巨大地震和海啸
演讲者 : 宍仓 正展（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活断层地震研究中心海沟型地震履历研究

组组长）

2012/06/08
Prospects of a Transatlantic FT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演讲者 : Hosuk Lee-MAKIYAMA （Director,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E））

2012/06/05 富士胶卷的经营改革 演讲者 : 古森 重隆（富士胶卷控股公司总经理）

2012/05/29 为提高企业价值的治理方法 演讲者 : 前田 新造（资生堂股份公司董事长）

2012/05/18 通商体系的治理与诸边协议 演讲者 : 中富 道隆（RIETI SF，METI通商政策局特别通商谈判官）

2012/05/14 大型数据促进研究开发变革 演讲者 : 樋口 知之（统计数理研究所所长，信息系统研究机构理事）

2012/05/10 2012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经受历练向前迈进的中小企业 演讲者 : 小山 和久（METI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主任）

2012/05/09 PJM的网络与市场营销的特征

演讲者 :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Andrew OTT （Senior Vice President, Markets, PJM （US））

Adrien I. FORD （Director, Market Evolution, PJM （US））

Eric GOUTARD （Market Management System Activity Manager, Alstom 
Grid （France））
山田 光（Sprint Capital Japan股份公司总经理）

2012/05/08 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前景与课题 演讲者 : 石井 详悟（IMF组织亚太地区事务所所长）

2012/04/19
从内部看WTO解决争端制度：How to avoid getting lost in 
translation

演讲者 : 大岛 正太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客座教授）

2012/04/17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15年与今后的社会功能 演讲者 : 笹沼 泰助（Advantage Partners公司法人代表）

2012/04/06‘失去的20年’与日本经济 演讲者 : 深尾 京司（RIETI PD・FF,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70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年度报告 2012　　71

所长�CRO

藤田 昌久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

高级研究顾问（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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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 Part2——人口减少、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福利〉（中小
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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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
析）

根津利三郎 科学技术、信息技术、产业政策、贸易政策 ―

研究项目主任（PD）

若杉 隆平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的实证分析、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
析）

伊藤 隆敏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金融论、日本经济论、宏观经济学 〈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滨口 伸明 
（兼）教职研究员

空间经济学、巴西地域经济 〈关于在全球化与灾害风险环境中保持增长的日本经济空间结构与供应链的研究〉

长冈 贞男 
（兼）教职研究员

创新、产业组织
〈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全球
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深尾 京司 
（兼）教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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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
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东亚企业生产率）（服务产业生产率）

大桥 弘 
（兼）教职研究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鹤 光太郎 
（兼）教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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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尾 光洋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探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重建财政政策〉

武田 晴人 
（兼）教职研究员

日本经济史 
〈通商产业政策史各分论〉〈通商产业政策・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历史研究〉
（核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副所长（VP）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 （服务产业生产率）

高级研究员（SF）

藤原 一平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 ―

后藤 康雄 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组织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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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以重建财政等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

中西 穗高 地区经济学——地区活跃化、产业振兴行政外包、远程办公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中富 道隆 贸易法与贸易政策、国际经济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西垣 淳子 
（兼）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政策史）

统治机构论、竞争政策、低生育率对策等 （核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通商产业政策・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历史研究）

小田 圭一郎 银行理论　 〈完善RIETI数据〉

小泷 一彦 － （服务产业生产率）

研究员一览

氏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2012年4月～2013年3月）

〈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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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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服务产业生产率）

关泽 洋一 
（兼）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政策史）

感情给经济态度带来的影响、心理健康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通
商产业政策史各分论）（通商产业政策・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历史研究）（关
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高仓 成男 国际知识产权政策、专利实务 （通商产业政策史各分论）

田村 杰 创新政策、研究开发管理、标准化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Willem 
THORBECKE 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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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村 修一
宏观经济、金融市场论、金融机构行为、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地区重
建、创业融资、行为经济学、复杂系统

―

上野 透 中小企业政策、搞活地区政策、创业者教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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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政改革〉

研究（F）�

伊藤 万里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创新经济分析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关于支持日本贸易政策的实证性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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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能源统计及供求动向分析系统的研究开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围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河村 德士 日本经济史、小运输业史、产业安保 （通商产业政策・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历史研究）

小林 庸平 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非营利部门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
〈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完善RIETI数据〉（东亚产业生
产率）

松田 尚子 经济政策、创新管理、网络分析、社会网络服务 〈使用SNS的网络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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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中田 启之 微观经济学理论、金融经济学　
（有关大型灾害后的复兴与保险机制的构建的实证研究——以日本的震灾和泰国
的洪水为例 ）

齐藤 有希子 产业组织、空间经济、网络分析 
〈组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近性与网络〉（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
究会）

佐藤 仁志 国际经济学（以贸易为主）、经济增长 〈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分析〉（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田中 鲇梦 国际贸易、文化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冢田 尚稔 创新的经济分析、产业组织论 
（创新过程与创新制度基本设施的微观数据研究）（组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
近性与网络）（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研究助理（RA）

加藤 笃行 经济增长、生产率分析、贸易与经济发展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内野 泰助 金融论（企业金融、银行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组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近
性与网络）（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教职研究员（FF）

赤井 伸郎 公共经济学、地方财政 〈从财政统一的角度（财政制约下的最佳资源分配）看如何构建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青木 玲子 产业组织论、应用微观理论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青山 秀明 基本粒子理论、普通物理学、数理语言学、经济物理学 〈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氏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2012年4月～2013年3月）

〈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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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 聪 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社会哲学、
法学等）综合人文社会科学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八田 达夫 公共经济学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樋口 美雄 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一条 和生 组织论（知识创造论）、领导能力、企业变革论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市村 英彦 计量经济学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井上 达彦 商务体系（价值创造体系）、商务模式设计、商务环保体系 〈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关于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的经济分析〉

伊藤 惠子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等）的实证研究、有关产
业与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

〈东亚企业生产率〉（东亚产业生产率）

祝迫 得夫 金融、宏观经济学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川口 大司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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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濑 刚志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通商产业政策史各分论）

橘川 武郎 日本经营史、能源产业论 〈核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通商产业政策史各分论）

清田 耕造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东亚产业生产
率）（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小寺 彰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WTO体制的存在方式、投资协定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权 赫旭 产业组织论、生产率分析、国际经济学
〈服务产业生产率〉（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构建按地区划分的
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东亚企业生产率）

马奈木 俊介 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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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因素：使
用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
结构变化）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
〈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治理、组织、战略选择
与绩效〉

森 知也 城市与地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经济集群的形成及其空间类型的秩序创造开发：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框架及其在地
区经济政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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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中村 良平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公共政策 〈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西村 和雄 非线性经济动力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为构建富于活力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研究〉

小川 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冈崎 哲二 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发展论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政策史各分论）

奥村 誠 土木计划学、城市间交通规划、国土规划、城市规划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学到的如何构建坚实的地区经济相关研究〉

泽田 康幸 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实地调查 
〈有关大型灾害后的复兴与保险机制的构建的实证研究——以日本的震灾和泰国
的洪水为例〉（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田渊 隆俊 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高桥 德行 企业家精神、中小企业 〈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国际比较分析〉

户堂 康之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东亚企业生产率）

德井 丞次 劳动投入指数、体现于资本的技术进步率、资本的平均使用年数
〈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东亚产业生
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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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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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会〉（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
义）

宇南山 卓 家庭经济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指数理论 〈日本经济的课题与经济政策 Part2——人口减少、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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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2012年4月～2013年3月）

〈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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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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与政策性含义〉（高效企业金融和企业间网络方式研究
会）

吉野 直行 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证研究
〈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提供
资金〉

顾问研究员

安藤 晴彦 创新、3R与清洁技术、模块化、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 ―

青木 洋� － ―

新井 园枝 －
（东亚产业生产率）（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
变化）

荒冈 拓弥 技术经营、产业论 ―

CHOI, Youn-
Hee

Strategy & Policy Development for Innov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including Bioindus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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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藤田 健 － ―

深野 弘行 － （核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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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藤 由利 投资协定 ―

桥本 正洋 － ―

秦 茂则 研究开发评价、创新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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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杨哲 金融、中小企业政策、人才培养、产品制造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日暮 正毅 － ―

细谷 佑二 产业集聚与创新、中小企业、地区产业政策 〈有关优秀中小企业（Excellent SMEs）的经营战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

今井 尚哉 财政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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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毛 博行 国际经济、产业、中小企业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及方针的研究）

石井 芳明
（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
长部门提供资金）

（通过审查中小企业和构建亚洲CRD中小企业数据库向中小企业和增长部门提供
资金）

岩谷 邦明 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

伊藤 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计量经济学 ―

岩本 真行 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

加贺 义弘 － （核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梶川 文博 －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片冈 隆一 日本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 ―

片山 启 － （核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加藤 肇 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

河岸俊辅 能源环境政策、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政策与业务分析 （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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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2013年3月）

〈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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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 司 流通政策、流通业的生产率 （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理论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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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桐山 伸夫 国际经济 ―

喜多见 富太郎 地方政府经营治理、行政外包、新公共、政策市场营销调查分析
（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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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献一 国际经济法、贸易政策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児玉 直美 －
（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构建按地区划分的生产数据库与东日
本大地震后的经济结构变化）（服务产业生产率）（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
究）

小松 文子
信息安全治理、信息安全事项中的个人与组织决策、个人隐私与经
济、公钥基础设施（PKI）、隐私保护与身份认证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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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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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松永 明 －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松冈 秀贡 － ―

松岛 大辅
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与“当地化”、日本企业的东亚生产网络、印度经
济与印度商业、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商业、企业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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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今后贸易体系与治理的个案研究与方针的研究）

中原 裕彦 －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中根 诚人 国际经济、应用计量经济、开发经济 （东亚企业生产率）

中野 刚志 －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中尾 泰久 亚太政治经济、技术与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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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口 聪 利用政府统计分析产业、企业和信息政策，特别是推进医疗信息化的
政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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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佐分利 应贵 创新政策、社会医学（社会病的治疗法）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调查研究〉

佐伯 德彦 安全保障政策、资源经济 ―

相乐 希美 Global Governance、贸易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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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路美 产业人才政策（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全球人才等） （亚洲的商业和人才战略研究）

关口 训央 风险对策
（有关大型灾害后的复兴与保险机制的构建的实证研究——以日本的震灾和泰国
的洪水为例）

瀬田（中野） 圣子 金融行政、国际金融、金融政策、金融衍生商品、日用品、能源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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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氏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2012年4月～2013年3月）

〈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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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村 和俊 中国经济、投资协定、服务业的国际性展开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分析）（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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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产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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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田 孝之 创新机制、知识产权、能源安全 ―

高村 静 人力资源管理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竹上 嗣郎 产学合作、医工合作、地方产业振兴、安全保障贸易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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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中 将吾 － ―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谷川 浩也
亚洲政治经济、地域经济一体化、环境、能源政策、过渡经济与开发经
济 ―

寺泽 达也 － ―

東條 吉朗 － ―

鹫尾 友春
美国的贸易政策、美国政治、中美关系、海外投资、世界贸易、美国企
业经营战略

―

渡辺 哲也 － ―

山田 正人 工作生活平衡（WLB） ―

山本 雅史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政策 （政策史各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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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的新生与贸易、直接投资的研究）

吉田 泰彦 贸易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产品制造及其他产业振兴政策 ―

吉原 正淑 宏观经济学 ―

吉川 德明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 ―

客员研究员（VF）

孟 健军（MENG 
Jianjun） 开发经济、产业开发、环境政策 ―

山口 一男

定量数据的分析方法论（事件史分析，分类数据分析）；家庭与就业、
工作生活平衡；理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理论；生活道路与职业行为；
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性不平衡；现代日本社会；社会性网络、社会交换、
社会传播；乱用药物的疫病学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赵 伟（ZHAO 
Wei）

FDI flow &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Opening-up patterns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China, Spatial economic issues in China,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practic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pattern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

访问学者

CONNELL, Sean 贸易政策、日美经济合作、美韩经济合作、技术与创新政策 ―

HARNEY, 
Alexandra

Chinese economy, business, innovation, labor and social issues; 
Japanese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al issues; Demographic 
change in Asia 

―

IBATA-ARENS, 
Kathryn

有关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分析；创造性环保体系、企业家精神集
群；经济开发；社会网络分析与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尖端技术与
产业部门；美国与日本的企业家精神；生物医学集群与全球生命科学
产业；教育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有关新业务的政策与实践；管理智
库与国际性知识扩散

―

司空 穆
（SAKONG Mok） 日韩产业合作、日韩贸易合作、日本的产业与企业 ―

田輝（TIAN Hui） Insurance policy ―

氏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2012年4月～2013年3月）

〈　〉表示主要负责的项目　（　）表示参与研究的项目



研究项目主任（PD）

　　九个研究项目分别设置了研究项目主任（PD），在每个研究领域进行严格

指导，为形成政策作出贡献，并通过研究项目之间的相互协作，从整体上开展

高效而有实质内容的研究活动。

研究项目主任 研究项目

横滨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若杉 隆平 贸易投资项目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伊藤 隆敏 国际宏观经济项目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所长 滨口 伸明 地区经济项目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长冈 贞男 技术与创新项目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深尾 京司 提高产业与企业的生产率项目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大桥 弘 新产业政策项目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鹤 光太郎 人才资本项目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深尾 光洋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项目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武田 晴人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项目

（省略敬称，截至2013年3月底）

高级研究顾问（SRA）

　　高级研究顾问（SRA）针对研究活动以及研究所运营提出跨领域的综合性

建议。

　　根津 利三郎（（股份公司）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

　　吉川 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若杉 隆平（横滨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13年3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分会

　　独立行政法人在开展业务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独立行政法人

评估委员会作为中立机关为确认独立行政法人业务计划的合理性以及工作

成绩的透明度，对其工作进行评估。委员会为每个法人设置了评估委员会分

会，针对该法人所从事的业务是否高效合理进行客观评估。

　　分会会长　小野 俊彦（日新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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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底）

外部咨询委员会

　　本委员会由大学、研究机构等外部专家组成，为充实研究所的研究活动，

检验研究的进展状况、效率以及在政策中的反映度等。

　　芦田昭充（商船三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Richard E. BALDWIN（日内瓦国际研究所教授）

　　福井俊彦（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理事长）

　　Dale W. JORGENSON（哈佛大学教授）

　　河合正弘（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

　　黑田昌裕（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橘木俊诏（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13年3月底）

（2013年3月末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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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的标志像征民间、学术界和政府间的智慧链接， 
三者合作发挥巨大的互动效果。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http://www.rieti.go.jp/cn

〒 100-8901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 1 丁目 3 番 1 号

 经济产业省别馆 11 层　

电话 03-3501-1363　传真 03-3501-8577
info@riet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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