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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2013年的日本经济由于日元贬值和安倍经济学而出现了复苏趋势，物价向通胀的转变逐渐稳

定，企业业绩不断回升，工资从下降趋势正在转向上涨。

　　但是，日本经济还存在很多问题，财政赤字依然严重，低生育率等许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还任重

道远。而且，虽然随着经济复苏民间的活力也在上升，但要搞活经济，必须不断改善生产组织等经营

方面的问题。

　　2013年RIETI在经济金融、社会保障、劳动问题、能源、环保、贸易政策等许多领域发表了近

200篇研究论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活动，还举办或共同举办了关于人力资本、重建日本经济、资源

能源等研讨会或研习会等，并公布了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我们还致力于与外国研究机关开展研究合作，并提供和构建与研究领域有关的经济产

业或生活上的数据库。在2013年度，在更新了以前已公开的数据库的基础上，又新公开了各产业的

中国人民币和韩元的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以及用于分析日本各地区间生产率差距和

产业结构的基础资料的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R-JIP）数据库。

　　2014年度我们将紧紧抓住国内外的经济课题，继续完成RIETI的使命，完成有助于形成经济产业

政策的研究，同时实时提供研究成果。敬请大家一如既往，继续赐予RIETI宝贵的支持和鞭策。

2014年5月　理事长　中岛厚志

　　RIETI的使命是在 2011年 4月开始实施的第三次中期目标期间，为使日本经济走上增长轨

道，并保持稳定增长，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开展基础设计研究。为此，我们需要经常从1）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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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个视点

出发，开展研究。

　　第1个视点表示，把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的亚洲新兴国家以及世界的增长能量引进日本，

发挥日本的科技力量，促进贸易、投资和商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第2个视点表示，发挥日本的

优势和根据社会情况，为开拓绿色创新和生活创新所代表的新增长产业，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对如

何实施R&D（研究开发）政策和提高生产率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第3个视点表示，要想实现

日本的可持续增长，在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方面，克服老龄化、环保、财政等制约，构建能够

应对社会变化的稳定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RIETI经常铭记这三个视点，为日本在本世纪实现

可持续发展，正在通过与日本的专家学者、制定政策者、以及以亚洲和欧美为首的外国专家学者

紧密合作，展开全面研究。

　　在全球化和老龄化日益进展中，为了在东日本大地震后复兴的同时取得新的发展，RIETI将

从中长期视点出发，全力推进研究。

2014年5月　所长　藤田昌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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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合作
自 2007年起，RIETI已开始与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通过召开国际研习

会等方式积极展开研究交流活动。从2012年起，CEPR的政策门

户网站VoxEU.org与RIETI开始相互转载对方的专栏文章（2013

年度相互转载的文章达到20篇）。

根据 RIETI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 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签署的合作备忘录（MOU）的规定，接受对方访

问学者的活动。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举

办意见交流会，围绕TPP的贸易课题开展了讨论。同时还接受了

哈佛大学派遣的实习生。

此外，RIETI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继续保持合作研究关系，并共同举办了

研习会。此外，还与各类研究机构通过共同举办研习会等展开了
研究合作。

RIETI-CEPR国际研习会

VoxE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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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论文
我们发布了 193篇研究论文（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

（PDP））。

工作论文（DP）是以专业论文形式撰写的理论性、分析性和

实证性研究结果的总汇。我们特别重视向海外发布信息和国外使

用英文检索论文，因此英文工作论文的数量多于日文（日文 77

篇 /英文93篇）。而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论文（PDP）的目的是为

政策讨论提供及时的支持，因此日文政策论文数量较多（日文21

篇 /英文2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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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化研究体制
在第3次中期目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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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除继续实施自2012年度开始的29个课题外，还新启动

了45个课题（参见P7研究活动）。

1.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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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讨会、研习会、讲座
2013年度RIETI举办了30场研讨会、研习会、讲座（BBL讲座

除外）。邀请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爱德华 •拉齐尔等各界

领袖来RIETI讲演，积极普及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交换和发布信

息。涉及内容包括日本经济复苏、人力资本、创新、贸易、能源等多

种主题。利用午休时间举办的BBL讲座更多达65场，讨论积极热

烈，跨越了产学官之间的壁垒。以下简单介绍一些其中的内容。（参

见P59研讨会、研习会、讲座）。

RIETI政策研讨会

人力资本与人才改革——探讨贯穿人生周期的教育与能力开发

方式（2013年9月6日）

安倍政权在经济政策“第三支箭”的增长战略（日本复兴战

略）中强调：为了能够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培养和强化

人才。RIETI自2011年度起，将“人力资本”确定为9大研究项目

之一，在以“劳动市场制度改革”为主的多个研究课题中，对加

强人力资本和人才素质开展了综合性研究。

本政策研讨会首先在第 1部中概括整理了如何提高人力资

本和人才素质的讨论框架及课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关于个性

形成的幼少年期的教育、初中、高中、大学时期的教育方式，以
及就业后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报告。随后，在嘉宾讨论

中，代表学术界、企业、政府的有识之士聚集一堂，就教育与就

业的对接、就业后强化人才素质、培养女性人才以及发挥老年人

2.信息发布活动

2013年7月12日
日本人事的科学化——在全球化时代对就业体系的探讨

爱德华·拉杰（斯坦福大学经营学研究生院教授，原美国总统咨询委员会委员长）

（3）研究合作
自 2007年起，RIETI已开始与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通过召开国际研习

会等方式积极展开研究交流活动。从2012年起，CEPR的政策门

户网站VoxEU.org与RIETI开始相互转载对方的专栏文章（2013

年度相互转载的文章达到20篇）。

根据 RIETI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 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签署的合作备忘录（MOU）的规定，接受对方访

问学者的活动。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举

办意见交流会，围绕TPP的贸易课题开展了讨论。同时还接受了

哈佛大学派遣的实习生。

此外，RIETI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继续保持合作研究关系，并共同举办了

研习会。此外，还与各类研究机构通过共同举办研习会等展开了
研究合作。

RIETI-CEPR国际研习会

VoxE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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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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及时对外发

布有关社会高度关心的政策课题的研究成果和深化讨论。由

RIETI的中岛理事长担任主持，2013年度共召开了4次会议。

第4次　2013 年 6 月 11 日

带动增长的人力资本的形成

左：西村 和雄（FF）／右：关泽 洋一（SF）

第6次 2013 年 12 月 5 日

面向2014年的日本经济课题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将飞往何处？

左：藤原 一平（VF）／中：宫川 努（FF）／右：武田 晴人（PD・FF）

第7次 2014 年 2 月 3 日

全球化形势下的地域经济发展

—超越“空心化”

左：深尾 京司（PD・FF）／右：藤田 昌久（所长・CRO）

第5次 2013 年 10 月 3 日

日本的创新该如何前进？

左：濑户 政宏（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事）／右：长冈 贞男（PD・FF）

作用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90601/info.html

讲座

关于重振日本经济的共同公开研讨会（2013年10月17日）

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ESRI）、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

（PRI）以及RIETI这3家研究机构对安倍经济学的最新动向进行研

究，探讨了日本经济复苏所面临的课题。此外，通过与一般与会

者交换意见，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有关经济复苏的议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101701/info.html

左：鹤 光太郎（PD・FF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 教授）

右：樋口 美雄（FF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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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版物
2013年度作为RIETI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6册书籍（参

见P62出版物一览）。

环境、能源、资源战略

—开拓新增长领域

马奈木 俊介（FF）编著

经济复活力宣言

藤井 聪（FF）编著

论全球缝隙首位产品企业

细谷 佑二（CF）著

最低工资改革

大竹 文雄、川口 大司（FF）、

鹤 光太郎（PD・FF）编著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若杉 隆平（SRA・PD・FF）编著

服务产业的生产率分析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森川 正之（VP）著

BBL论坛（Brown Bag Lunch Seminar）

RIETI利用午休时间，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讲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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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多种多样，包括能源、环保、贸易政策、

产业政策、宏观经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中小企业、风险创

业、金融、品牌化等（参见P79 BBL论坛）。

2014年 2月 26日

Abenomics―An American view
Adam S. POSEN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4年 1月 22日
理发店QB屋的挑战
—改变思路，增加客源

北野泰男（QB Net 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

2013年 10月 31日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ast, present & future
Valerie HUGHES（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务部长）

2013年 9月 12日
大相扑的经济学—从其中看到的日本社会

中岛隆信（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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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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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网站评选的读者关注度较高的主题有：地域集群

及一体化、中国经济、劳动政策、安倍经济学等相关内容。此外，

在开设 Facebook英文主页的同时，还在英文网站中也增设了

“点赞”和“发推特”的功能，以便能够更加及时地掌握读者对刊

登内容的反应（参见P64网站）。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

英文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n.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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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期结合时宜选择主题，

作为“特集”进行介绍。2013年季刊号的选题为：经济良性循环

之路、人力资源、数据、实现增长的条件等。此外，增刊号用英文

介绍了2013年度RIETI的活动，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课题和

研究结果。虽然RIETI的研究内容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但作为

宣传杂志，我们希望通过在设计、版面布局、文章等方面的努力，

使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读者也能够轻松阅读并理解（参见P65各种

宣传资料）。

季刊号

增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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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1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 若杉 隆平 FF 10

I-2 关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支持度的实证分析 富浦 英一 FF 10

I-3 对处于复杂化全球化环境下的贸易・产业政策的分析 石川 城太 FF 11

I-4 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户堂 康之 FF 11

I-5 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浦田 秀次郎 FF 11

I-6 关于贸易、直接投资与环境、能源的研究 神事 直人 FF 12

I-7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二期） 川濑 刚志 FF 12

I-8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川濑 刚志 FF 12

I-9 贸易协定的经济学分析 佐藤 仁志 F 13

I-10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小寺 彰 FF 13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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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I-2 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代的经验 祝迫 得夫 FF 16

II-3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小川 英治 FF 16

II-4 以政府债务和通货紧缩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小林 庆一郎 FF 17

II-5 东亚的生产网络、贸易、汇率、世界不平衡 Willem THORBECKE, SF 17

II-6 东亚的生产网络和世界的不平衡 Willem THORBECKE, SF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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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地区经济的复兴和增长战略的研究 滨口 伸明 FF 19

I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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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II-3 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经济分析 田渊 隆俊 FF 20

I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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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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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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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II-7 在经济全球化中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 中村 良平 FF 21

III-8 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中村 良平 FF 21

III-9 组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近性与网络 齐藤 有希子 F 22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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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 长冈 贞男 FF 23

IV-2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 青木 玲子 FF 23

IV-3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青木 玲子 FF 24

IV-4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24

IV-5 政府研究机关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后藤 晃 FF 24

IV-6 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伊藤 秀史 FF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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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V-2 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的计算为中心 宫川 努 FF 26

V-3 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 德井 丞次 FF 27

V-4 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析：生产率・经济福祉・政策评价 权 赫旭 FF / 乾 友彦 FF 27

V-5 日本企业的竞争力：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和影响 清田 耕造 FF 27

V-6 经济变动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分解：理论和实证分析 小西 叶子 F 28

V-7 日美相对比价体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野村 浩二 FF 28

研究项目　I	 贸易投资

研究课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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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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第 II期） 大桥 弘 FF 30

VI-2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第 I期） 大桥 弘 FF 30

VI-3 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青山 秀明 FF 31

VI-4 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青山 秀明 FF 31

V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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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VI-6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第 II期） 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31

VI-7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第 I期） 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32

VI-8 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马奈木 俊介 FF 32

V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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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VI-10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八田 达夫 FF 33

VI-11 日本经济的课题和经济政策Part3——经济主体间的不对称性 吉川 洋 FF 33

VI-12 企业金融・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植杉 威一郎 FF 33

V研究项目　VII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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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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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 秀雄 FF 36

VII-3 为恢复日本经济社会活力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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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VII-5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 关泽 洋一 SF 37

VII-6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樋口 美雄 FF 37

VII-7 变化中的日本劳动市场——展望与对策 川口 大司 FF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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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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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谕CF 39

VIII-2 在人口减少中期待移民政策 中岛 隆信 FF 39

VIII-3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田 大悟 F 40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政策评估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X-1 原子能完全保安院政策史 橘川		武郎	FF 41

IX-2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第 II期） 冈崎	哲二	FF 41

IX-3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第 I期） 冈崎	哲二	FF 42

IX-4 通商产业政策・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史学研究 武田	晴人	FF 42

特定研究　SP	 （Special Projects）
课题题目 课题主任／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SP-1 关于搞活社会创新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的合作研究） 佐分利 应贵 CF 43

SP-2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企业发展・价值创造和企业治理 宫岛 英昭 FF 43

SP-3 完善RIETI数据 小田 圭一郎 SF 44

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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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P-5 有关官民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和第三部门再构建的调查研究 后 房雄 FF 45

S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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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P-7 关于创业活动的经济分析 松田 尚子 F 46

SP-8 使用SNS的网络经济分析 松田 尚子 F 46

S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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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P-10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藤井 聪 FF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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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的各种要素的研究，但是，关于国际化给国内产业的增长、就

业、技术革新带来的影响，还留下了有待分析的课题。而且，关于外

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产品与技术的进口以及直接投资）对促进国

内产业活性化的效果，也应该进行分析。

　　本课题将对下述内容开展研究：1）关于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和

日本的市场环境与企业成长的分析；2）关于企业网络和海外转移、

将税制纳入视野的企业国际化和产业发展与创新的分析；3）关于

在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市场日本企业如何发展等问题的分析。弄清这

些问题，可以为形成国内产业活性化的产业政策提供有益的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国际讲座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Factory Asia”（2013/12/4）

DRC-RIETI小型研讨会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根据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2013/4/23）

   I-2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

课题主任：若杉 隆平 FF

�
课题概要

　　对于缺乏扩大国内需求空间的日本来说，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

和全球市场的结合越来越重要。迄今为止，虽然也积累了不少关于

日本企业国际化（出口、直接投资、海外生产）的实际情况及促进国

   I-1

研究项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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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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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关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支持度的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富浦 英一 FF

�
课题概要

　　对日本来说，可以预测在人口减少、低生育率老龄化的过程中，

国内市场将不断缩小，劳动力供给会受到较强制约。因此，贸易政

策的选择日益重要。为此，本课题的第2期研究将利用在第1期时

以日本全国大约1万人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中收集的关于政策选

择的微观数据，对政策选择与个人属性等的关系进行更深一步的计

量实证分析，从中抽取有助于实现对日本来说现实可行且有益的国

际经济政策的信息，并进行整理。

研究课题介绍

若杉 隆平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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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ffects of Business Networks on Firm Growth in a Cluster of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ISHIWATA 

Ayako, Petr MATOUS and TODO Yasuyuki）（DP 14-E-014）

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课题主任：浦田 秀次郎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FTA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为日本政府构

建和实施FTA政策提供有益的信息。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以事

前分析和事后分析的形式进行研究。在事前分析中，使用类似于一

般均衡模型的经济模型，对于在FTA生效之前，由FTA引起的削减

关税等政策变化的影响，通过模拟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对目前正

在谈判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东亚地区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等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事后分析中，使用FTA生效后实际观察的统计，分析FTA的

经济效果，具体弄清FTA规定的削减关税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事后

分析预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析在FTA下，签约对方国

的商品市场和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状况；第二阶段，使用第一阶段

的信息，对FTA给商品市场和服务贸易市场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性

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EPAs in Asia-Pacific （KAWASAKI 

Kenichi）（DP 14-E-009）

RIETI与政策研究研究生院大学（GRIPS）政策研究院联合举办圆

桌会议

“EPA的经济效果”（2014/2/18）

   I-5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有关贸易政策的偏好与个人特征——对1万人进行调查的结果

（富浦 英一、伊藤 万里、椋 宽、若杉 隆平、桑波田 浩之）（DP 13-

J-049）

对处于复杂化全球化环境下的贸易・产业政策的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
课题概要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毫无疑问，但其程度在各地区、国家、

产业及企业层面等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状况。现在，在WTO框架下

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停滞不前，FTA等贸易协定及投资协定等

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关税壁垒在减少，但是包括非关税壁垒等

在内的贸易费用也未必像关税一样减少。另外，和商品财贸易的自

由化相比，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还非常落后。而且，企业的海

外交易也并不是单纯的贸易、直接投资、外包，它通过资本合作等

而变得复杂。所以，像以前那样只要征收关税及进口配额就能保护

国内产业，或者相反，可以通过贸易谈判要求他国撤消关税或进口

配额这种单纯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本研究课题对呈现出这样复杂状态的全球化中的贸易政策及产

业政策的应有形态进行考察。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得到日本经济

在全球化经济中持续发展的政策启示。

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户堂 康之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针对供应链、网络及产学官协作等企业网络是如何

形成，如何给经济带来影响等问题，使用在东日本大地震和泰国洪

水那样的大灾难后的复兴过程中，企业及发展中国家的中小零星企

业的数据，进行定量性实证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对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国民福利的企业网络的应有形态提出学术上的见解和政策上的

建议，是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所在。

   I-3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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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二期）

课题主任：川濑 刚志 FF

�
课题概要

　　本期课题研究国家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法。由于新兴经济体的

国有企业（SOE）和主权基金（SWF）的出现，需要与以往的市场经

济不同的国际规范框架。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WTO（世贸组织）、

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投资协定都没有对这种新现象规定有效

的国际贸易、投资和竞争的规则。由于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意识形态对立，这个问题在当前正在谈判的TPP中也成为最难以达

成协议的领域。本期课题将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先行研究成果，以及最近关于TPP（跨太

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的讨论，调查国家资本主义的规则现状，并就最佳规则问题，提出

规则框架的应有方式及现行法规的解释和适用。

　　此外，本期课题还将继续实施前期的WTO判例研究，以及有

关文化媒体产品的国际贸易、投资的法规分析和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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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8

East Asia-EU Economic Roundtable 2014

“New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2014/1/9）

关于贸易、直接投资与环境、能源的研究

课题主任：神事 直人 FF

�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在节能技术和环保商品开发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

能源方面的制约和国内环保监管等又给企业选址和国外发展带来一

定影响。本期课题根据这些情况，主要关注企业层面和商品层面，

以实证分析为中心，对贸易、直接投资与环境、能源之间的关系开

展研究。题目选择下述四项：（1）企业的国际化与能源效率及排污；

（2）日本企业向国外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与环保技术向当地企业的溢

出效应；（3）消费者对环保、能源意识的国际比较与标准、标识分

析；（4）包括二手商品出口在内的耐久消费商品对环境的影响分

析。

   I-6

RIETI特别研讨会

“广域自由贸易中新的世界贸易和日本的战略”（2014/2/17）

左：Peter�A.PETRI�教授　右：浦田�秀次郎�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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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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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Labor Clauses: Effects on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KAMATA Isao）（DP 14-E-012）

▶ Does MFN Free Riding Plagu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SATO Hitoshi）（DP 14-E-003）

▶ FTA and Export Plat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 level data （ITO Tadashi）（DP 13-E-100）

▶ Economic Impacts of FTAs on Trade in Services: Some 

empirics in East Asia （ISHIDO Hikari）（DP 13-E-091）

▶ Regional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DI （Shawn ARITA 

and TANAKA Kiyoyasu）（DP 13-E-088）

▶ On the Welfare Effect of FTAs in the Presence of FDIs and Rules 

of Origin （MUKUNOKI Hiroshi）（DP 13-E-053）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课题主任：小寺 彰 FF

�
课题概要

　　从法律上保护日本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已成为紧迫的问题。保

护的方法，第一是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促进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

（BIT、EPA、FTA、TPP）；第二是在各种协定中规定 ISDS条款，以此

为根据，投资者本身向投资协定仲裁起诉接受投资的国家，要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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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促进文化媒体跨境流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国松 麻季）（DP 13-J-

065）

▶ 关于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的实证分析（神事 直人、田中 鲇梦）

（DP 13-J-059）

▶ WTO协定中的文化多样性概念——以信息产品的待遇及其与文

化多样性条约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川濑 刚志）（DP 13-J-056）

▶ 对文化产品数字化带来的文化多元性的监管可能发生变化――对
通讯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政策（东條 吉纯）（DP 13-J-055）

▶ 试论：酷日本与贸易政策（三原 龙太郎）（DP 13-J-051）

▶文化政策与投资保护——因公益限制而造成的财产权侵害在投

资协定中的定位（伊藤 一顿）（DP 13-J-025）

政策论文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⑧】EC——对中国产拉锁征

收反倾销税的终审判决（WT/DS397）——围绕对非市场经济国

企业征收反倾销税方法的各种问题（伊藤 一顿）（PDP 13-P-017）

▶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说⑦】中国——关于原材料出

口的措施（DS394, DS395, DS398）——关于对出口限制规定解

释的现状与课题（川岛 富士雄）（PDP 13-P-015）

▶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说⑥】美国诉金枪鱼标签事件

（墨西哥）（DS381）――TBT争端史上的意义（内记 香子）（PDP 

13-P-014）

▶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⑤】美国禁止丁香香烟事件

（印度尼西亚）（DS406）——关于TBT2.1条款与GATT第3条第4

款的关系（内记 香子）（PDP 13-P-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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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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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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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决定企业之间交易关系行为的要素：以东日本大地震供应链断裂

为例（中岛 贤太郎、户堂 康之）（DP 13-J-024）

▶ Does Agglomeration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ITO Banri, XU Zhaoyuan and YASHIRO 

Naomitsu）（DP 13-E-081）

▶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iscovery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site research （CHEN Xiaohong, QI 

Changdong, ZHOU Yan and ZONG Fangyu）（DP 13-E-079）

▶ On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Wa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Japan electricity-saving? （SATO Hitoshi）（DP 13-E-077）

▶ Innova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JINJI Naoto and ZHANG Xingyuan）（DP 13-E-060）

▶ The Impa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Plants'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Hanshin-Awaji （Kobe） Earthquake （TANAKA 

Ayumu）（DP 13-E-051）

▶ Why Did Manufacturing Firm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Non-

regular Workers in the 2000s?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matter? （MATSUURA Toshiyuki）（DP 13-E-036）

▶ How Do Supply Chain Networks Affect the Resilience of Firms 

to Natural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TODO Yasuyuki, NAKAJIMA Kentaro and Petr 

MATOUS）（DP 13-E-028）

政策论文

▶ 劳动力移动的国际化和贸易（佐藤 仁志）（PDP 13-P-011）

▶ 供应链网络能够提高企业抗灾能力――来自东日本大地震的教训
（户堂 康之、中岛 贤太郎、Petr MATOUS）（PDP 13-P-006）

课题名：有关全球经济中技术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工作论文

▶ 专利侵害诉讼、技术选择、非实施主体（大野 由夏）（DP 13-J-

050）

决事件。目前，保护投资的动向在全世界得到加强，“国际投资法”

也由此急剧形成和发生变化。本研究的目的是从法律和法政策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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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出有益的政策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玉田 大）（DP 14-J-013）

▶ 对投资者所属国采取对抗措施的正当性与对抗投资者的可能性

（岩月 直树）（DP 14-J-008）

▶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性例外规定”（森 肇志、小寺 彰）

（DP 14-J-007）

▶ 投资协定仲裁的非金钱性补救（西村 弓、小寺 彰）（DP 14-J-006）

▶ 国际投资协定与国家间索赔（小畑 郁）（DP 14-J-005）

▶ 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期待——条约的义务与法律的一般原则和交

错（滨本 正太郎）（DP 14-J-002）

▶ 关于投资协定对跨国企业的活动及引进外资国的经济福利所产生

影响的经济分析（服部 哲也）（DP 14-J-001）

▶ 关于执行投资仲裁判决的问题（水岛 朋则）（DP 13-J-078）

▶投资仲裁的比例原则的意义——关于政府监管的宽容性的判断

标准（伊藤 一顿）（DP 13-J-063）

政策论文

▶ 服务贸易谈判与多边协定——TISA和分类方式（中富 道隆）

（PDP 14-P-002）

▶ 从贸易战略的观点看广域自由贸易协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的整体

对策（中富 道隆）（PDP 13-P-016）

属于贸易投资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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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发展与企业间的交易结构 （伊藤 公二）（DP 

13-J-035）

▶ 进口增加的影响 :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比较

（伊藤 公二）（DP 13-J-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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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tation versus Innovation Costs: Patent policies under 

common patent length （ICHIDA Toshihiro）（DP 13-E-054）

▶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Subtleties with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ISHIKAWA Jota and OKUBO Toshihiro）（DP 13-E-

050）

▶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rols and Firm Locations in 

North-South Trade （ISHIKAWA Jota and OKUBO Toshihiro）

（DP 13-E-045）

▶ Market Acces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FDI （MUKUNOKI Hiroshi）（DP 13-E-040）

▶ The Impacts of Post-TRIPS Patent Reforms o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s （Keith E. MASKUS and YANG Lei）（DP 13-E-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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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交易为前提，弄清关于汇率转嫁（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进出口和

国内价格的变化）的以下几个课题：1）在理论和实证上进行再次验

证市场份额及产品差异化的程度等产品层面的各要素，或企业财务

状况及筹资成本等企业层面的各要素对宏观层面汇率转嫁的影响；

2）重新解释日元的国际化过程，并推导出对新兴国家货币的国际

化所具有的政策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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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ncreasing Trends in the Excess Comovement of Commodity 

Prices （OHASHI Kazuhiko and OKIMOTO Tatsuyoshi）（DP 13-

E-048）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FF

�
课题概要

　　东亚区域内的流动性供给的框架（CMIM)已经建立，新加坡也设

立了调查监督组织AMRO（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本研究课题提倡的亚洲货币单位（AMU）有望在今后发挥具

体作用。为推动东亚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提供以日中韩研究者为中心的

讨论场所，尝试提出更具体的政策建议是本课题的第一目标。进而从

2011年5月开始依次公布了各产业的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和

日中韩各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引起了国内外政策制定者的关

注。

   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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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课题主任：伊藤 隆敏 FF

�
课题概要

　　具有全球化生产销售结构的日本企业，作为跨国企业正在构建

与设定价格行为相适合的结算货币选择和汇率风险管理的体制。本

课题的目的在于，以拥有这种合理的汇率战略的跨国企业进行的贸

   II-1

研究项目

II 国际宏观经济

II

研究项目主任

伊藤 隆敏

在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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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汇率传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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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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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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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债务和通货紧缩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课题主任：小林 庆一郎 FF

�
课题概要

　　由于安倍政权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日元贬值和股价飙升，摆

脱通货紧缩的机制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政策

的扩大，对日本政府债务的忧虑进一步加深。

　　在宏观政策上，日本面临着政府债务长期膨胀和通货紧缩长期

持续的问题，用通常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清楚，这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分析课题。本研究首先对政府债务膨胀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关

系进行分析。目前有几个把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的理论假

说，一个是政治经济模型（Acemoglu等），认为“政府债务增加减

弱了政府对政策的介入，其结果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不良影响”。另

一个是有信用制约的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李嘉图等价定理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不成立，因此预测政府债务膨

胀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良影响。本研究以探讨这些理论假说为立足

点，对财政问题、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考察其

政策上的含义。

东亚的生产网络、贸易、汇率、世界不平衡

课题主任：Willem THORBECKE,�SF

�
课题概要

　　复杂的生产和流通网络是东亚地区的特点，日本、台湾、韩国

等国家的熟练劳动者生产的高性能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出口到中国

和东盟各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再主要出口到亚洲以外的

地区。东亚的出口一直以来引发了与欧美之间的高度不平衡。本研

究课题对汇率给东亚等地区的贸易形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东亚

的出口和生产网络出现了什么样的发展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参与

供应链的各国汇率对出口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课题对中国、韩

国、台湾、日本、东盟的汇率给东亚地区的出口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进行研究。此外，对2007—2012年的日元升值及2012年11月以

后的日元贬值，给日本的贸易和日本企业的收益性带来了什么影响

也进行研究。进而还将考察瑞士等国的汇率政策经验。另外，本研

究课题还对东亚出口产品的升级进行验证。日本在近期能不能攀登

技术尖端？韩国、台湾与日本之间存在多少差距？东盟各国怎样提

高比较优势？亚洲各国在向地区外出口时，有多少合作、多少竞

争？最后提出本研究在政策上的意义。

   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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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课题旨在构建关于汇率的新评估标准，并作为经济调查监

督和政策指标提出来，同时，把这些运用在宏观经济分析上，推导出

对东亚新货币体制的政策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How D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isalign East Asian 

Currencies? （OGAWA Eiji and WANG Zhiqian）（DP 13-E-096）

▶ Industry-Level Competitiveness, Productivity, and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in East Asia（ITO Keiko and SHIMIZU Junko）

（DP 13-E-094）

RIETI-CASS-CESSA Joint-Workshop

“Industry-level Exchange Rate and Asian Integration―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2013/11/18）

相关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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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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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各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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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R ate  Exposure  and Exchange R ate  R i sk 

Management: The case of Japanese exporting firms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DP 13-E-025）

▶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of Export Firms: New 

findings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DP 

13-E-024）

课题名：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 FF

工作论文

▶ E x c h a n g e  R a t e  A p p r e c i a t i o n  a n d  E x p o r t  P r i c e 

Competitiveness: Industry-specific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of Japan, Korea, and China （SATO Kiyotaka, SHIMIZU 

Junko, Nagendra SHRESTHA and ZHANG Shajuan）（DP 13-E-

032）

▶ Industry-specific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in Asia （SATO Kiyotaka, SHIMIZU Junko, 

Nagendra SHRESTHA and ZHANG Shajuan）（DP 13-E-031）

▶ How Does the Regional Monetary Unit Work as a Surveillance 

Tool in East Asia? （KAWASAKI Kentaro）（DP 13-E-026）

东亚的生产网络和世界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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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特点是生产和流

通网络非常复杂。日本、台湾和韩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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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研究东亚生产网络的

发展状况，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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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成果有望具有政策上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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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balancing Trade within East Asian Supply Chains （Willem 

THORBECKE）（DP 14-E-002）

▶ The Sophistication of East Asian Exports （Willem THORBECKE 

and PAI Hao-Kai）（DP 13-E-092）

属于国际宏观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
的研究成果（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关于汇率转嫁的研究

课题主任：伊藤 隆敏 FF
工作论文

▶ 汇率向日本汽车出口价格的转嫁与市场支配力（佐佐木 百合）

（DP 13-J-052）

▶ Market Shar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Competition 

among exporters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YOSHIDA Yushi）

（DP 13-E-084）

▶ Choice of Invoicing Currency : New evidence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Japanese export f irms （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DP 13-E-034）

   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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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参与市场以及撤退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弄清产业集群的变

化及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进而作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战略；3）分析

近年人口密集和专利申请之间负相关关系的原因，通过研究开发的

地方分散化来对地区增长模型进行考察；4）通过对供应链的分析，

弄清各产业的国内和国外，大城市圈和地方圈的生产分配的趋势，

对国内的大城市圈和地方圈应采取的政策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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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地域CGE模型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导致供应链断裂的效果与

通过汽车产业集群实现复兴（德永 澄宪、冲山 充、阿久根 优子）

（DP 13-J-068）

▶ Multi-Product Plants and Product Switching in Japan 

（Andrew B. BERNARD and OKUBO Toshihiro）（DP 13-E-069）

▶ Natural Disasters and Plant Survival: The impact of the Kobe 

earthquake （Matthew A. COLE, Robert J. R. ELLIOTT, OKUBO 

Toshihiro and Eric STROBL）（DP 13-E-063）

  III-2

关于地区经济的复兴和增长战略的研究

课题主任：滨口 伸明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作为关于震灾后地区经济复兴的研究，1）评估为支援

东日本大地震受灾企业复原生产设备的集团化补助金是否交给了合

适的目标企业；2）使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的企业数据，对震灾给企

  III-1

研究项目

III 地区经济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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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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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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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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5

  III-6

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田渊 隆俊 FF

�
课题概要

　　在全球化及服务经济化发展的同时，日本由于低生育率老龄化

的影响，人口正在不断减少。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明确城市和地

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摸索提高社会经济福利的政策是本研究课题的

主要目的。城市及地区的增长并不只停留在特定的地区，本研究从

全球化的视点对城市经济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构建经济地理学模

型，竞争搜索模型，动态学一般均衡模型，租税竞争模型，空间竞争

模型，通过分析空间经济，提出对社会有益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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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n the Spatial Economic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Klaus 

DESMET 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DP 13-E-057）

▶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Urban Structure （Pascal MOSSAY and 

Pierre PICARD）（DP 13-E-056）

▶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Equilibrium for a Spatial Model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drien BLANCHET, Pascal MOSSAY and 

Filippo SANTAMBROGIO）（DP 13-E-055）

  III-3

  I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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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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思考如何建设耐风险、可持续

发展的地区，从下述两个角度推进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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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结构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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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震前后宫城县内的地区潜力及劳动力分布变化（猪原 龙介、中

村 良平、森田 学）（DP 13-J-053）

▶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ynamics of Tourists with a Simple 

Stochastic Model: Case of Okinawa （ITO Tadashi and 

IWAHASHI Roki）（DP 13-E-058）

政策论文

▶ 使用动态学应用一般均衡模型评估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渔业与

水产加工业的复原政策（阿久根优子、冲山充、德永澄宪）（PDP 

13-P-022）

  III-8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测算东日本大地震后复兴投资的地区间再分配效果（林山 泰久、

中嶌 一宪、坂本 直树、阿部 雅治）（DP 14-J-004）

▶ 整备防灾基础设施中动态学不一致的定量分析∶以陆前高田市

整备防潮堤为例（河野 达仁、北村 直树、山崎 清、岩上 一骑）

（DP 13-J-045）

▶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ynamic Inconsistencie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n example of 

coastal levee improvement in the city of Rikuzentakata 

（KONO Tatsuhito, KITAMURA Naoki, YAMASAKI Kiyoshi and 

IWAKAMI Kazuki）（DP 13-E-072）

政策论文

▶震灾时汽油供给信息的不足与抢购潮（奥村 诚）（PDP 13-P-020）

在经济全球化中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

课题主任：中村 良平 FF

�
课题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内各地区产业间与国际交易相关的选址行

为，对于地方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地区（经济）的选址特

点和经济规模不同，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本研究使用城市阶层结

构理论，把各地区加以分类，并思考为了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哪种地区的投入产出结构最合适。

　　不仅根据各地区的特点适当应用投入产出分析、SAM、CGE、

NEG研究、复数均衡分析等方法，而且，思考进一步发展这些方法，

对地区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地区结构改革模拟，探讨理

想的地区模式，并考察实现地区模式的政策。

  I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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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 穗高、坂田 淳一、铃木 胜博、细矢 淳）（PDP 13-P-019）

▶ 地方政府“新公共项目”的法制设计与搞活地区经济（喜多见 福

太郎）（PDP 13-P-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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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le of Hub Firms in Geographical Transaction Network 

（SAITO Yukiko Umeno）（DP 13-E-080）

▶ Localization of Collaborations in Knowledge Creation （INOUE 

Hiroyasu, NAKAJIMA Kentaro and SAITO Yukiko Umeno）（DP 

13-E-070）

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活跃地区经济体系的研究

课题主任：中西 穗高 SF

课题副主任：尾崎 雅彦 SF

工作论文

▶ 各地区不同的优先政策对地区间人口移动的影响――利用文本挖
掘方法对优先政策进行定量测算（尾崎 雅彦）（DP 13-J-072）

政策论文

▶ 根据有利于制定地域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征进行地域分类的建议

  II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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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制度（日美专利制度与专利权价值的制度性来源、职务

发明制度、公开制度、从新创建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看专利制度）、研

究开发的生产率（发明者的生产率、发明集群、标准的作用）、产学

协作（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效果、高等教育与产业创新的配套等）进

行研究。此外，还与海外的主要学者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Complementarity, Fragment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Patent 

Thickets （NAGAOKA Sadao and NISHIMURA Yoichiro）（DP 14-

E-001）

国际研讨会

“探寻创新科学的源泉：对今后创新政策的含义”（2014/3/17）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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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技术开发和市场竞

争的观点，对知识产权和创新的关系进行分析。对基础构造、产品

与技术的标准化及伴随而来的专利使用许可合同与决定价格的市场

战略进行个案分析，以及对包含必须专利的特别专利权侵害诉讼等

司法战略与裁判分析进行个案分析。并且，通过使用专利及标准规

格书等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加深系统性的理

解。虽然是在已有技术及产品基础上的框架，但把新技术的应用也

考量在内，明确显示出政策上的含义。

  IV-2

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

课题主任：长冈 贞男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利用两次发明者调查等能够掌握创新过程的原始性

数据，从国际性的视点把握日本创新过程的实际状况，同时提供数

据分析，对形成基于事实根据的政策做出贡献。对有助于促进创新

  IV-1

研究项目

IV 技术与创新

I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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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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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Get Pennies from Many or a Dollar from One? Multiple 

contracting in markets for technology （DANG Jianwei and 

MOTOHASHI Kazuyuki）（DP 14-E-006）

▶ Differences in Science Based Innovation by Technology Life 

Cycles: The case of solar cell technology （MOTOHASHI 

Kazuyuki and TOMOZAWA Takanori）（DP 14-E-005）

政府研究机关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课题主任：后藤 晃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日本的政府研究机关对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

（NIS）的作用进行分析。最近几年，对大学在NIS中发挥的作用进

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是对政府研究机关的研究很少。政府研究

机关占国家科研费及研究人员数的比例出现减少的倾向。对于政府

研究机关在日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期发挥的作用，曾经有过很有

意义的研究，但在最近，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很少。对于在后赶超

期的政府研究机关的作用，本研究将通过对专利和文献数据的分

析、对政府研究机关及其研究人员的问卷调查，以及与海外的比较

等来展开探讨。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GRIPS研习会

“政府研究机构与创新”（2014/1/20）

  I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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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Evolution of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AOKI Reiko and ARAI 

Yasuhiro）（DP 13-E-075）

政策论文

▶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De Jure Standard Setting in Japan? 

（TAMURA Suguru）（PDP 13-P-018）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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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创新

日趋重要。但是一般认为，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的开放型创

新措施相对落后。但是另一方面，RIETI的新产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出，在日本企业与顾客及供应商等商业合作伙伴之间，关于创新的

协作活动非常活跃。Chesbrough, H.等欧美研究学者提出的开放型

创新，虽然预测到知识财产与知识经验会通过技术市场得到交易，

但RIETI的调查显示出存在着与此不同的日本式开放型创新。在这

里，通过基于实证研究的国际比较，根据日本创新体系的特征，对

开放型创新的应有方式加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的科学技

术创新政策（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知识财产政策、产学协作政策、风

险创业政策等）的实效性进行检验。

  IV-3

  I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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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论文

▶�关于备后地区制造设备产业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加藤 厚海）（PDP 

13-P-008）

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课题主任：伊藤 秀史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在于，弄清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结构受

到各种制度上的特点的什么影响。把非对称信息和意见不完全一致

的强制条件下的激励机制理论，加入承担风险、成果测定和契约可

能性的制约、经过时间的学习、知识探索（exploration）和知识深

化（exploitation）之间的悖论、传达和收集信息重要性等特征，并

把它扩展为具有这些特征的激励机制问题。进而探讨这些激励机制

对日本的法律、制度、习惯、监管规则、企业治理、组织结构以及薪

酬制度的意义及其应用的可能性。

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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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讲座

▶ “将创意从研究室移至市场：大学技术转移的经济学有什么启

示？”（2013/8/28）

▶“中韩商业集团动态及对日本的意义”（2013/5/16）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有关开放性创新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元桥 一之 FF

工作论文

▶ Entrepreneurship and Human Capital: Empirical study using a 

sur vey of entrepreneurs in Japan （BABA Ryota and 

MOTOHASHI Kazuyuki）（DP 13-E-049）

▶ Determinants of Demand for Technology in Relationships 

with Complementary Assets in Japanese Firms （KANI Masayo 

and MOTOHASHI Kazuyuki）（DP 13-E-033）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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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

  I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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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向及其决定因素，并对提高日本潜在增长率的方法进行探讨。

具体来说，在对计算产业层面的日中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JIP•CIP数

据库进行扩充和更新的同时，运用企业和业务点层面的数据，对经

济的全球化、无形资产投资、监管等对TFP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并且，通过与海外的其他组织共同举办的Asia KLEMS项目和World 

KLEMS项目等，对日本、欧美和亚洲各国的生产率动向进行比较。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 Explaining Japan's Unproductive Two Decades （FUKAO 

Kyoji）（PDP 13-P-021）

The Second Asia KLEM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reative Econom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 

（2013/8/22-23）

相关网页

▶ JIP数据库2013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3/index.html（日文）

▶ CIP数据库2011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1/index.html

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

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的计算为中心

课题主任：宫川 努 FF
�
课题概要

　　从2007年度开始至今的6年，对日本的无形资产投资（软件投

资、研究开发投资、品牌投资、人才投资、为了组织改编的投资等）

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并把其中各产业的无形资产投资数据，在经济

产业研究所的数据库公开。从本年度开始2年内的项目，使用这些

数据：1）对无形资产投资的经济效果进行国际比较・2）无形资产

的个别项目对生产率增长产生的影响・3）对公共部门的无形资产

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考察无形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

   V-2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
课题概要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日本来说，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

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必要的。在本研究课题中，在对产

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的基础上，阐述日本TFP上升

   V-1

研究项目

V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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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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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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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研究生教育和就业 •工资：根据微观数据的分析（森川 正之）  

（13-J-046）

▶ 工资构造的官民比较（森川 正之） （DP 13-J-044）

▶ Widening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Outside of Schoo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arly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s learning time in Japan 

（MATSUOKA Ryoji, NAKAMURO Makiko and INUI Tomohiko）

（DP 13-E-101）

▶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Japan: A behavioral genetic 

approach （YAMAGATA Shinji, NAKAMURO Makiko and INUI 

Tomohiko）（DP 13-E-097）

▶ More Time Spent on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 Less Time 

Spent Studying? （NAKAMURO Makiko, MATSUOKA Ryoji and 

INUI Tomohiko）（DP 13-E-095）

▶ Postgraduate Education,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Wag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micro data from Japan （MORIKAWA 

Masayuki）（DP 13-E-065）

日本企业的竞争力：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和影响

课题主任：清田 耕造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作为统计层面的生产率计算项目（日

本产业生产率，JIP数据库的构建）的补充，探索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为此，通过对记载企业和业务点生产

活动的生产函数、费用函数、投资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的推测，对

生产率、利润及要素需求进行尝试性推测。在分析中，使用政府掌

握的企业和业务点的个案调查数据（微观数据）。并且，为了使微观

层面的分析和宏观层面结合起来，还将尝试对生产率变动的决定要

素以及分配低效等进行分析。通过本研究课题，考察日本企业竞争

力变化的原因以及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明其影响，并阐明如何提高日

本企业竞争力的政策课题。

   V-5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
课题主任：德井 丞次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主要是把在前期研究时作成的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

率（R-JIP）的数据库进行更新，同时做以下几点改良。第一点，调整

地区间物价水平的偏离。这一点预计尤其对服务产业的生产率分析

非常重要。第二点，追溯1970年以前的数据库。因数据库覆盖了日

本高度增长期，所以期待可以用它来分析包含实现了大跃进的高度

增长期在内的、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及其结束。此外，还准备使用

数据库进行下述各种分析：对雷曼危机后给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

波及的分析；调整地区间物价水平的偏离后对地区间的生产率差距

和收入差距的更准确的分析；对地区间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在此

基础上还计划对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复兴过程进行分析，以及使用微

观数据对地区间生产率进行分析等。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R-JIP）数据库2012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R-JIP2012/index.html（日文）

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析：生产率•经济福祉•政策评价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课题副主任：乾 友彦 FF

�
课题概要

　　日本服务产业的生产率，从1970年代以后到现在的40年间一

直呈低沉状态。提高占整体经济附加价值70%以上的服务产业的生

产率，对日本经济的增长与生产率的上升起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

课题对迄今为止在研究上进展不大的医疗、教育产业的生产率和竞

争力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把 ICT和人力资本对服务产业的生产

率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放宽限制对服务产业的资源分配及生产率的

改善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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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相对比价体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课题主任：野村 浩二 FF

�
课题概要

　　日本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由于要素价格差距还是由于

生产率差距引起的？使价格竞争力变为平价的外汇基准是什么程

度？向多种能源结合的转换在多大程度上有损于竞争力？为了评

估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国际竞争力，在把握作为产出价格差距的价格

竞争力的同时，需要对其生产过程中的作为中间消费的原材料和零

部件及能源等的投入价格差距、各种属性的劳动服务、各资本的资

本服务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各种产品的进口和佣金结构、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的差距等进行详细而系统的测算。本研究课题主要以

日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主轴，在各产业层面上构建各商品

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体系，并对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和评

估。特别是从增长战略的观点，对日美的生产率差距，占据着很大

份额的批发与零售部门，并从能源环境政策的观点，对包含间接税

与补助金的能源投入价格进行考察。如果生产率统计能梳理各种加

工统计，并检查相互之间的整合性，起到司令塔的作用的话，那么

包含相对比价体系在内的国际生产率层面的统计，就能在识别国际

统计概念和分类体系差异的同时，对KLEMS体系提供更全面的反

证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推进本课题对改善日本的加工统计及初始

统计可以起到发现问题的作用。

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日本的无形资产研究

课题主任：宫川 努 FF

工作论文

▶资金制约下的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与企业价值（泷泽美帆）（DP 

13-J-038）

▶ Does the Stock Market Evaluate Intangible Asse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of listed firms in Japan 

（MIYAGAWA Tsutomu, TAKIZAWA Miho and EDAMURA 

Kazuma）（DP 13-E-052）

▶ How Does the Market Value Management Practices? 

Decomposi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KAWAKAMI Atsushi and 

ASABA Shigeru）（DP 13-E-044）

   V-7
经济变动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分解：理论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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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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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点及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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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应该采用需求刺激

政策，却有可能采用对生产方进行补助的相反政策。本研究的目的

在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分解经济变动的供给要素和需求要素，

对企业的生产率以及技术能力进行正确的计算。在本课题过去的研

究中，提出了分解方案，以供给冲击作为技术（生产率）进步，把通

过生产函数分析得出的企业面对的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

击、以及这以外的冲击。由于开发了这个方法，使制造业以及和制

造业相似的服务产业的生产率计算的课题得到了解决。因此，本年

度的研究课题将主要针对近年来占日本GDP7成以上的服务产业的

生产率计算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Measuring the Value of Time i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KONISHI Yoko, MUN Se-il, NISHIYAMA Yoshihiko and SUNG Ji 

Eun）（DP 14-E-004）

▶ A Not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Production: Decomposition of TFP （KONISHI Yoko and 

NISHIYAMA Yoshihiko）（DP 13-E-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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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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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Make or Buy, and/or Cooperate? The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to Auto Parts Procurement in Japan （TAKEDA 

Yosuke and UCHIDA Ichihiro）（DP 13-E-066）

▶ The Effect of Moving to a Territorial Tax System on Profit 

Repatriations: Evidence from Japan （HASEGAWA Makoto and 

KIYOTA Kozo）（DP 13-E-047）

▶ Trade Adjustments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by Japanese 

Manufac tur ing MNEs :  I nt ra- f i rm and arm's  length 

transactions （ANDO Mitsuyo and KIMURA Fukunari）（DP 13-

E-023）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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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HORI Takeo and UCHINO Taisuke）（DP 13-E-041）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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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再论社会资本的生产力效果（宫川 努、川崎 一泰、枝村 一磨）

（DP 13-J-071）

▶ 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与生产率（德井 丞次、牧野 达治、儿玉 

直美、深尾 京司）（DP 13-J-058）

▶ 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R-JIP）数据库的构建和地区间生产率差

距的分析（德井 丞次、牧野 达治、深尾 京司、宫川 努、荒川 信

幸、新井 园枝、乾 友彦、川崎 一泰、儿玉 直美、野口 尚洋）（DP 

13-J-037）

▶ 制造业的生产率动态学与研发溢出效应――根据微观数据的实证
分析（池内 健太、金 荣懿、权 赫旭、深尾 京司）（DP 13-J-036）

课题名：东亚企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伊藤 惠子 FF

工作论文

▶ 关于日资跨国企业的国内外生产率水平的比较分析（伊藤 惠子、

田中 清泰）（DP 13-J-023）

▶ R&D,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Ownership （KWON Hyeog Ug 

and PARK Jungsoo）（DP 13-E-071）

▶ R&D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Korean firms （KIM YoungGak and ITO Keiko）

（DP 13-E-043）

▶ Firm Heterogeneity and FDI in Distribution Services （TANAKA 

Kiyoyasu）（DP 13-E-027）

课题名：服务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工作论文

▶ Are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 Really Harmful for Kid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Babies in 

the 21st Century （NAKAMURO Makiko, INUI Tomohiko, 

SENOH Wataru and HIROMATSU Takeshi）（DP 13-E-046）

▶ The Effects of Birth Weight: Does fetal origin really matter for 

long-run outcomes? （NAKAMURO Makiko, UZUKI Yuka and 

INUI Tomohiko）（DP 13-E-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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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安全、安心的要求如何共立并存等问题。再加上高额法人税

等，在震灾前就被指出的围绕日本企业的环境，由于最近修改能

源政策等而进一步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以制造业为中心加速向

海外转移生产，令人忧虑。在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

过程中，希望能创造出吸收就业的新产业领域。本研究课题的目

的是，以上述问题为背景，对新的“产业政策”和“新产业”的政

策两方面开展基础研究。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第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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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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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企业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空间相关性与选址模式（大久保 敏

弘、Robert J.R. ELLIOTT、Matthew A. COLE、Ying ZHOU）（DP 

13-J-054）

▶ Disguised Protectionism?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Japanese Car Market （JINJI Naoto, Xingyuan ZHANG） （DP 

13-E-059）

   VI-2

关于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第Ⅱ期）

课题主任：大桥 弘 FF

�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经济活动的全球化

进展给国内资金、服务市场及劳动市场带来的影响，有对人口减

少、低生育率老龄化导致内需减退的忧虑，有追求经济效率与社

   VI-1

研究项目

VI 新产业政策

V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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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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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会

“Financial Networks and Systemic Risk Analysis” （2013/7/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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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和FTA谈判（包含TPP）中，农业被要求大幅降低关税

或废除关税，但是日本国内农业界对此强烈抵抗，并极力主张设置

更多的例外商品。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受到高额关税保护的国内农

产品市场，因老龄化和人口减少而渐渐缩小。很显然，只依靠高额

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的应对方式将造成日本农业的衰退。安倍经济

学强调对农业政策的改革。本课题在调查研究美国及欧盟农业行政

（改革）现状的基础上，对阻碍日本农业结构改革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农业行政改革的概要。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第Ⅱ期）

课题主任：川滨 升 FF

课题副主任 :大桥 弘 FF 

�
课题概要

　　全球化经济迎来了新局面，在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持续低

增长中，世界各国对竞争政策的运用及其思路的关注不断高涨。另

一方面，日本要想继续维持经济活力，就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竞争，进

一步推进创新，为此，竞争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研究课题根据

世界各国的有关动向，对在全球化和创新变得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应

有什么样的竞争政策，通过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以及实际业务的

知识见解，展开探讨。

   VI-5

   VI-6

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课题主任：青山 秀明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是，对与日本经济增长相关的、与物价

变化联动的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业绩及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

给企业活动带来多样性的中小企业，为可持续增长发挥了很大作

用。对于这样的中小企业来说，从价格跟随者向价格领导者转变是

一个重要的经营课题。本课题研究使用物价数据、广范围的企业财

务数据、企业之间的交易数据等，从网络的视点，对决定价格的基

本机制及企业的活力进行实证解析，描绘中小企业的新增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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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chronization and the Coupled Oscillator Model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IKEDA Yuichim, AOYAMA 

Hideaki, YOSHIKAWA Hiroshi） （DP 13-E-089）

▶ DebtRank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Credit Network （AOYAMA 

Hideaki, Stefano BATTISTON, UJIWARA Yoshi） （DP 13-E-087）

政策论文

▶“构建地理空间上的创新检索系统及其应用”（相马 亘、藤田 裕

二、内藤 祐介、西田 正敏、治部 真里）（PDP 13-P-023）

   VI-3

   V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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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环境、能源、资源战略”

（马奈木 俊介 编著）

日本评论社、2013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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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促进可再生能源普及的政策进行经济分析——固定价格收购

（FIT）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基准（RPS）制度哪个更理想？

（日引 聪、库川 幸秀）（DP 13-J-070）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混合能源——根据各种电源特征的需求分析

（森田 玉雪、马奈木 俊介）（DP 13 -J-066）

▶节能技术开发与企业价值（枝村 一磨、冈田 羊祐）（DP 13-J-062）

▶关于国际运输部门环境政策的经济分析（宝多 康弘）（DP 13-J-

061）

▶开放经济中各部门的环保规定与排放量交易（宝多 康弘）（DP 13-

J-042）

▶Acquisition of Mines by Resource-importing Firms and 

Distribution of Profits from Resource Extraction （HIGASHIDA 

Keisaku ） （DP 13-E-074）

   VI-9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第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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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不正当廉价销售规定留下的课题”（川滨 升）（DP 13-J-057）

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结构的变化 
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课题主任：马奈木 俊介 FF

�
课题概要

　　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电事故扩大了能源供给体制的不确定

性，给日本的能源需求、能源政策、防止全球暖化政策带来了很大

的影响。日本全国的核电站都停止发电，根据今后的经济增长战略、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以及能源安全等来构建综合的能源组合成为当

务之急。为了制定这样的能源比率，需要考虑日本现有的经济与社

会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

弄清近年来经济状况的变化给日本能源需求带来的冲击。最终目的

在于，根据日本企业的关闭、参与市场、移动、生产率下降等产业结

构与市场结构，构建能源需求模型，并对今后的能源政策及全球暖

化政策、经济政策、复兴政策的方向性提出建议。

   VI-7

   V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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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的课题和经济政策Part3 
——经济主体间的不对称性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针对日本经济的课题，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厘

清问题所在，特别关注经济主体间的不对称性。通过把建立在经济

物理学基础之上的理论研究和针对日本课题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

进一步深入考察解决课题的政策。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企业生产率

的分布、企业规模的分布等企业间的不对称性进行分析。在实证研

究方面，本次课题将在深化前次课题的基础上，把政策上最重要的

课题“提高消费税”、“震灾后复兴”、“TPP”等作为分析的对象。

企业金融・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
课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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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和实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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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Shocks and Firm Exports: A natural experiment 

approach with a massive earthquake （MIYAKAWA Daisuke, 

HOSONO Kaoru, UCHINO Taisuke, ONO Arito, UCHIDA 

Hirofumi and UESUGI Iichiro） （DP 14-E-010）

   VI-11

   VI-12

▶Does the Acquisition of Mines by Firms in Resource-

importing Countries Decrease Resource Prices? （HIGASHIDA 

Keisaku, MORITA Tamaki, MANAGI Shunsuke, TAKARADA 

Yasuhiro） （DP 13-E-073）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using Japanese industry data （YAGI Michiyuki, MANAGI 

Shunsuke） （DP 13-E-062）

▶A Theory of Disasters and Long-run Growth （YAGI Michiyuki, 

MANAGI Shunsuke） （DP 13-E-061）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课题主任：八田 达夫 C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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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电力自由化市场设计的国际比较研究——以欧洲调整电力

的终端供求为中心（八田 达夫、三木 阳介）（DP 13-J-075）

   V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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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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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

工作论文

▶�工作结婚两者兼顾的可能性和保育所：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

验证（宇南山 卓）（DP 13-J-039）

▶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PartⅢ :　对不提升TFP的创新的验证（吉

川 洋、安藤 浩一、宫川 修子）（DP 13-J-033）

▶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Individuals: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s （ARATA Yoshiyuki） （DP 13-E-042）

▶ Stochastic Macro-equilibrium and Microfoundations for 

Keynesian Economics （YOSHIKAWA Hiroshi） （DP 13-E-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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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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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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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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幼年幼期的家庭环境和非认知能力对学历、雇用形态及工资的影

响（户田 淳仁、鹤 光太郎、久米 功一） （DP 14-J-019）

▶ 自认为“工作能力强”的决定原因与效果——“30-39岁工作方式

调查”的分析结果（本田 由纪） （DP 14-J-014）

▶需求危机与就业调整—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下出口企业的

劳动者结构变化（泷泽 美帆、鹤 光太郎、细野 薰）（DP 14-J-012）

▶ 劳动法的新理论潮流与政策研究方法（水町 勇一郎）（DP 13-J-

031）

▶ 劳动法的目的、对象和手段的新发展——对英国劳动法中的劳动

市场监管论的考察（石田 信平）（DP 13-J-030）

▶ 劳动法学中劳动权论的发展——以英美的讨论为中心（有田 谦

司）（DP 13-J-029）

▶ 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的理论性课题——从英国的最

低工资、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及通用福利得到的启示（神吉 

知郁子）（DP 13-J-028）

▶ 反就业歧视法的法律研究方法的演变及课题（长谷川 珠子）（DP 

13-J-027）

▶ 美国劳动者参与的新尝试及其法学理论基础的构建（竹内（奥野）

寿）（DP 13-J-026）

政策论文

▶从全局的角度考察人力资本与人才改革（鹤 光太郎）（PDP 14-P-

005）

▶ 劳动者对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和反应——“多样化的正式与非

正式劳动者的就业行动和意识调查”结果（户田 淳仁、鹤 光太

郎）（PDP 14-P-004）

▶ 多样化的正式与非正式劳动者的就业行为和意识——RIETI网上

问卷调查概要（久米 功一、大竹 文雄、鹤 光太郎）（PDP 14-P-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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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1

研究项目

VII 人力资本

VIIVII

研究项目主任

鹤 光太郎�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东日本大

震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资源小国日本要想保持和强

化经济活力，不断提高增长能力，关键在于有效利用

人才资源。包括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劳动市

场制度、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就业期间的人才

培养、充分利用老年人在内， 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视角

对人力资本和加强人才培养的对策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

究。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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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日本经济社会活力的基础研究

课题主任：西村 和雄 FF

�
课题概要

　　如果把日本经济与社会作为复杂系统来观察，把焦点放到隐

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上，就能对发自系统的有活力的行动改善产

生影响。本课题通过把经济作为复杂系统，以不同个人的行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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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问题，进行统一的理论研究。作为微观分

析，由问卷调查、实验、脑测量和解析构成。作为宏观分析，使用

非线形动态学的方法，和国外的研究者一起讨论并进行研究。无

论哪方面，都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VII-3

研习会

“人力资本、人材改革研习会”（2013/7/18）

出版物

“最低工资改革”大竹 文雄、川口 大司、

鹤 光太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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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 秀雄 FF

�
课题概要

　　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发挥着下述多方面的作用：1）根据实

际工作情况来评价劳动者的能力；2）通过培训来积累人力资本；

3）根据人力资本的积累重新配置人才；4）利用短期和长期两方

面的诱因来提高工作热情。人事系统是否有效率的问题，归根结

底就是内部劳动市场的各种作用在什么程度上通过合理的结构

来发挥作用。

　　本课题运用几家日本企业的人事数据，对日本企业的内部劳

   VII-2

政策研讨会第1部

动市场，是否与把合理的企业行动作为前提的理论一致，在有着

非流动劳动市场的日本经济中，内部的劳动市场的作用是否与欧

美企业不同，制度上的因素对人力资源的分配和制定价格产生了

什么样的影响，组织内人才配置的变化给创新活动带来了什么影

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研习会

“2013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ersonnel Economics in. 

Tokyo”（2013/7/13-14）

国际研讨会

“日本人事的科学化——在全球化时代对就业体系的探讨”

（2013/7/12）

政策研讨会

“人力资本・人才改革——探讨贯穿人生周期的教育・能力开发

的方式” （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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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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成年人忧郁症的网络认知行动疗法（CCBT）的临床效果、以

及费效比的系统评估 （宗 未来） （DP 14-J-003）

▶ 利用JSTAR验证忧郁度与其他指标的关系性 （关泽 洋一 , 吉武 尚

美 , 后藤 康雄） （DP 13-J-077）

▶ 探讨用笔记表达法（Expressive Writing）应对社会心理压力的可

能性 （大森 美香） （DP 13-J-076）

▶ 心理指标与消费者心理有什么关系？（关泽 洋一 , 吉武 尚美 , 后

藤 康雄） （DP 13-J-074）

▶ 每天写下3件好事是否会变得幸福？（关泽 洋一 , 吉武 尚美） （DP 

13-J-073）

政策论文

▶ 对亚忧郁症实施低强度心理健康服务、积极引进民间活力的建

议：变爱好为实际利益，变医疗负担为战略性事业（宗 未来 , 渡

边 卓） （PDP 1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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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5

   VII-6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基本道德与社会成功（西村 和雄、平田 纯一、八木 匡、浦坂 纯

子）（DP 14-J-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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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教育财政资金分配的应有方式（教育财政治理）的考察——

超越教育阶段的视点（赤井 伸郎、末富 芳、妹尾 涉、水田 键辅）

（DP 14-J-009）

   V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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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日本劳动市场——展望与对策

课题主任：川口 大司 FF

�
课题概要

　　日本式雇用惯例的重要性下降，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减少等使日

本的劳动市场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对于变化的原因、给劳动人员

的福利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策的方向性，还很难说已经决定了讨论方

向。因此，本课题将探讨变化的原因，展望今后变化的方向，探索理

想的政策方向。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可以从结构性变化、短期变化、

地理变化这3个方面考察。关于结构性变化，从日本经济的结构变

化给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带来的影响来评价。关于短期变化，

从短期冲击给劳动市场带来的影响来评价。关于地理变化，针对地

方就业的衰弱探讨其原因和对策。

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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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in the Workplace:  An 

econometric case study of a large Japanese firm （KATO 

Takao, KAWAGUCHI Daiji, OWAN Hideo）（DP 13-E-038）

▶ Cohort Size Effects on Promotion and Pay: Evidence from 

personnel data （ARAKI Shota, KATO Takao, KAWAGUCHI Daiji, 

OWAN Hideo）（DP 13-E-029）

   V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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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使用企业跟踪调查数据检验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发挥女性作用的可

能性（山本 勲） （DP 14-J-017）

▶ 使用企业跟踪调查数据检验上市企业发挥女性作用的状况与企业

业绩的关系（山本 勲）（DP 14-J-016）

▶ 女性获得融资的可能性是否低于男性？——对新创业跟踪调查

的分析（樋口 美雄、儿玉 直美）（DP 14-J-015）

▶ 日本、中国、韩国企业的不同性别多样化经营的实际状况与课题

——关于发挥男女人才作用的605家企业调查（中国、韩国）结

果（石冢 浩美）（DP 14-J-010）

共同研讨会

“关于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共同研讨会”（2014/3/5）

2013年度多样化经营企业百强表彰仪式暨日本女性品牌发布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多样化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研究会发布成果”（20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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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前提下，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本研究课题为了打破

以往医疗、护理、养老金各领域分别进行研究，或分别使用宏观模

型进行模拟分析的界限，实现以老年人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微观以及

全面市场指向型的“新型”研究方法，我们将在吸收过去实施的调

查及同样的老年人调查（HRS/ELSA/SHARE）的知识理论的基础上，

实行“世界标准”的中老年跟踪调查。收集以健康状态、经济状况、

家庭关系、工作情况、参与社会等多方面、并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

数据，在日本的社会保障政策领域，建立以丰富的微观数据为基础

的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同时，总结日本的经验，为

世界各国的政策提案作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生活与健康调查

（The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J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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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减少中期待移民政策

课题主任：中岛 隆信 FF

�
课题概要

　　根据厚生劳动省 •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出生/死亡

都处于低位），2060年的日本人口大约在8,000万人左右，劳动年

龄（15岁—64岁）人口占49%。进而到再过50年后的2110年，人

口大约在3,000万人，劳动人口占45%。也就是说，可以预计，日本

将陷入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要想改善这种严峻状况，提高出生

率的政策已经来不及，只能依靠从海外引进移民。本研究课题的目

的在于，调查世界各国的移民政策及其效果，以及有关移民的研究

论文，探讨将来对日本最理想的移民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人口减少形势下应采取的移民政策——对接受外国劳动者的经
济分析的考察（荻原 里纱、中岛 隆信）（DP 14-J-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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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谕CF

�
课题概要

　　在世界不见先例的快速老龄化进程中，需要在保证老年人生活

   VIII-1

研究项目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VI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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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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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oshi） （DP 13-E-068）

▶ The Future of Long-term Care in Japan （SHIMIZUTANI 

Satoshi） （DP 13-E-064）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课题主任：中田 大悟 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首先对社会保障费用的负担对企业行动产生的

影响进行分析，重点是通过使用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主负担社会

保险费对雇用、工资、投资行动等产生的影响，为从政策方面讨

论如何搞活经济，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研究成果。

并模拟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社会保障领域的存在对经济福利、经

济增长、政府财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明确在

迎来过度老龄化的日本，最合适的社会保障支付规模。并且，为

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护理产业，对护理企业的效率性分析和护理

劳动市场的就职和退职等有关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

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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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关于企业金融发生排挤效应的实证分析（庄司 启史） （DP 13-J-

041）

▶ 有关公共债务的积累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调查研究以及使用

Vector Error Correction模型分析财政赤字的波及效果（庄司 启

史） （DP 13-J-040）

▶ 瑞典重建财政的经验――为什么实现了重建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双
赢？（翁 百合）（DP 13-J-032）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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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谕CF

工作论文

▶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ransitioning to Retir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Results based on JSTAR panel data

（HASHIMOTO Hideki）（DP 13-E-078）

▶ Stability of Preference against Aging and Health Shocks: A 

compar is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HIMOTO Hideki, ICHIMURA Hidehiko, SHIMIZUTANI 

   VII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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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如实的记录，并从分析评估的角度进行记述、评价，验证政策的

变化，以资今后原子能安全行政。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第Ⅱ期）

课题主任：冈崎 哲二 FF

�
课题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原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立案

并实施的产业政策，引起了希望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制造业的发

展中国家政策当局的强烈关注。但是，对于日本产业政策效果及作

用，研究者的评价大相径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根据经

济理论和微观数据，对产业政策的正面效果和负作用两方面进行客

观、定量研究的积累并不充分。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挖掘和收集

有关产业政策的第一手资料及微观数据，运用经济学的框架对其进

行分析，并从国际视点，对可成为宝贵经验的战后日本产业政策进

行客观、定量评价。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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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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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成立于2001年，2012年改称为原子能安全

厅（暂定名），作为外围团体归环境省管辖。本课题将对原子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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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1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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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通商产业政策变化的。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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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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第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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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机械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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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并

加以评估。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he Effect of Large-Scale Retailers on Price 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ese data for 1977-1992 （SHIMOTSU Katsumi） （DP 

14-E-013）

▶�Effects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import 

quota removal during postwar Japan （KIYOTA Kozo, OKAZAKI 

Tetsuji） （DP 13-E-093）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postwar 

Japan （NAOI Megumi, OKAZAKI Tetsuji） （DP 13-E-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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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3

   I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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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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先端政策研究中心（CAPS）公开研讨会

“社会创新研讨会——为了地震灾区和日本复兴”（2014/2/7）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企业发展・价值创造和企业治理
课题主任：宫岛 英昭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如何构建促进日本企业发展的企业治理制度进行

探讨。这些分析重视经营决策者的自立性与裁量权是支持企业承担

风险和创新活动的基础。并且，本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的外部投资家

和经营决策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关注集团企业和控股公司化带来

的双重代理问题。进而在重视我们一直强调的日本企业治理结构多

样化的同时，不仅与英美，而且还尝试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企业

集团进行比较。在制度设计上，设想股东利益与利益相关方（公司

员工）的参与之间构建适度平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本研究主要

分析下述问题：1）促进企业重组，特别是主银行 •M&A•PE•集团重

组的分工关系；2）构建促进承担风险的企业治理和金融系统；3）

设计合适的持股结构、长期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参与的董事制

度；4）弄清控股公司与总公司对业务单位与集团企业的治理和内

部资本市场功能的实际状态。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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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

　　　　　　　

SP 特定研究

SPSP

　　　

不属于上述9个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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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JIP数据库2013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3/index.html（日

文）

CIP数据库2011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1/index.html

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R-JIP）数据库2012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R-JIP2012/index.html（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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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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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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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TI企业治理研究会 研习会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企业发展・价值创造和企业治理”

（201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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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3

主要研究成果

相关网页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fcga2011/index.html（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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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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中小企业金融信用风险数据库的作用（前原康宏）（DP 13-J-067）

有关官民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和第三部门再构建的调查

研究

课题主任：后 房雄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在老年人护理、残疾人福利、保育、教育、医疗等每

个政策领域，或横跨领域，对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第三部门组织

之间的监管、委托、辅助等关系（官民关系）的实际状态，以及第

三部门组织的经营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后，通过官民关系的自

由主义改革的具体计划及其改革实践，明确重新构建第三部门的

课题和方向。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改革，是考虑到使日本的公共

服务更高效、高品质，为在多种多样的提供服务主体之间，促进

透明、自由的竞争和利用者的选项，必须从根本上对以往的官民

关系进行改革。

   SP-5

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　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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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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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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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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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通过使用包括关于创业家社会关系资本的众多新信

息的CrunchBase等数据，对这些疑问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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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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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创业者的成功原因的实证分析（松田 尚子、松尾 丰）（DP 

13-J-064）

   S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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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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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创业活动的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松田 尚子 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旨在弄清创业家（founder）为了在创业初期取

得成功，应选择什么样的共同创办人（co-founder）。对于增加创

业家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广泛认知，迄今进行过许多实证性研

究。另一方面，关于创业后的成功，尤其是创业家的社会关系资

本，虽然有研究指出它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实证性分析的

积累还很少。当我们关注在创业家的社会关系资本中，特别是创

业启动期与共同创办人的关系时，需要思考下述疑问。

　　如果选择原工作单位的同事作为共同创办人，能否在创业后

尽快获得利益或撤退？或者选择风险投资者（venture capitalist）

亦或来自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人作为共同创办人，能否利用他的信

息量和人际关系，提高出资额或撤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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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经济复活力宣言”（藤井聪 编著）

日本评论社、2013年06月

�

属于特定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3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2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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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Real Driver of Trade Credit （TSURUTA Daisuke and UCHIDA 

Hirofumi）（DP 13-E-037）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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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 Are Japanese Acquisitions Efficient Investments? （INOUE 

Kotaro, NARA Saori and YAMASAKI Takashi）（DP 13-E-085）

政策论文

▶�日本式公司治理走向何方？——通过《有关日本企业公司治理的
问卷调查》进行解读（宫岛 英昭、齐藤 卓尔、胥 鹏、田中 亘、小

川 亮）（PDP 13-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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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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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9

   S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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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 Is Leverage a Determinant of Asset Price? Evidence from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data　（KURASHIMA Daichi, MIZUNAGA 

Masashi, ODAKI Kazuhiko and WATANABE Wako） （DP 13-E-

082）

▶ What Type of Policy Uncertainty Matters for Business?　

（MORIKAWA Masayuki）（DP 13-E-076）

▶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A 

microeconometric analysis focused on firm characteristics　

（KOBAYASHI Yohei, KUME Koichi, OIKAWA Keita and SONE 

Tetsuro）（DP 13-E-067）

政策论文

▶ 关于RIETI的生产率研究：更新版（森川 正之）（PDP 13-P-010）

▶ 全球失衡与日本企业部门的动向――从储蓄投资差额等角度进行
考察（后藤 康雄）（PDP 13-P-009）

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 第 7次“全球化形势下的地域经济发展—超越“空心化””

（2014/2/3）

▶ 第6次“面向2014年的日本经济课题——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将飞往何处?”（2013/12/5）

▶ 第5次“日本的创新该如何前进?”（2013/10/3）

▶ 第4次“带动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的形成”（2013/6/11）

一桥大学、RIETI资源能源政策沙龙第1次会议

“强力推行新能源基本计划及对未来的展望”（2014/3/10）

TIER-RIETI-KIET Workshop

“Structural Reform and Policy Challenges”（2013/12/12）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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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第三部门组织经营的实际状况与构建第三部门的课题——从分
断型多样性向横跨型多样性转变（后 房雄）（DP 13-J-047）

其他特别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 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起的对旅游关联产业

“传言影响”的定量判断和评估（戒能 一成）（DP 13-J-079））

▶ 白领正式员工管理职位男女比例差距的决定性因素——对女性

不公正的社会歧视及解决对策（山口 一男）（DP 13-J-069）

▶ 关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起的农林水产品“传言影

响”的定量判断和评估（戒能 一成）（DP 13-J-060）

▶ 中国的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基于最新人口普查的验证（孟 

健军）（DP 13-J-048）

▶ 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森川  正之）（DP 13-J-043）

▶ 关于提高能源消费统计精度的对策（戒能 一成）（DP 13-J-022）

▶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s' Overseas Expansion on 

Employment at Suppliers at Home: New 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data for Japan（ITO Keiko and 

TANAKA Ayumu）（DP 14-E-011）

▶ The ECB'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Have they 

lowered market borrowing costs for banks and governments

（Urszula SZCZERBOWICZ）（DP 14-E-008）

▶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Securities Transaction Tax on Market 

Liquidity and Volatility （Gunther CAPELLE-BLANCARD and 

Olena HAVRYLCHYK）（DP 14-E-007）

▶ Does Competition Improv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Indust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dustry-

Level Panel Data（AMBASHI Masahito）（DP 13-E-098）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Measures　（IIDAKA Yuki, HANAMURA Kenichi, 

KOMATSU Ayako, SAITO Yukiko and TSUKADA Naotoshi）（DP 

13-E-086）

▶ Business Restructuring of Japanese Firms: Structural changes 

during the "Lost Decades" （MORIKAWA Masayuki）（DP 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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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Written and edited by 

WAKASUGI Ryuhei

Springer, March 2014

“论全球缝隙首位产品企业”

（细谷 佑二 著）

白桃书房、2014年3月

 

“服务产业的生产率分析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森川 正之 著）

日本评论社、2014年2月�

CEPR-RIETI Workshop

“New Challenges to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2013/10/8）

RIETI政策研讨会

“迫近增长战略——第三支箭将飞往何处？”（2013/6/26）

一桥大学-RIETI研讨会

“资源能源政策的焦点和课题”（2013/6/4）

ESRI-经济政策研讨会

“关于重振日本经济的共同公开研讨会——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

研究所、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

究所”（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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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工作论文（Discussion Paper） ※以下为2013年4月─2014年3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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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4-J-019 2014/3 年幼期的家庭环境和非认知能力对学历、雇用形态及工资的影响
户田 淳仁（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鹤 光太郎（RIETI）
久米 功一（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VII-1

14-J-018 2014/3 人口减少形势下应采取的移民政策─对接受外国劳动者的经济分析的
考察

荻原 里纱（庆应义塾大学）
中岛 隆信（RIETI）

VIII-2

14-J-017 2014/3 使用企业跟踪调查数据检验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发挥女性作用的可能性 山本 勲（庆应义塾大学） VII-6

14-J-016 2014/3 使用企业跟踪调查数据检验上市企业发挥女性作用的状况与企业业绩的
关系

山本 勲（庆应义塾大学） VII-6

14-J-015 2014/3 女性获得融资的可能性是否低于男性？──对新创业跟踪调查的分析
樋口 美雄（RIETI）
儿玉 直美（RIETI）

VII-6

14-J-014 2014/3 自认为“工作能力强”的决定原因与效果──“30-39岁工作方式调查”的
分析结果

本田 由纪（东京大学） VII-1

14-J-013 2014/2 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玉田 大（神户大学） I-10

14-J-012 2014/2 需求危机与就业调整──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下出口企业的劳动
者结构变化

泷泽 美帆（东洋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细野 薰（学习院大学）

VII-1

14-J-011 2014/2 基本道德与社会成功

西村 和雄（RIETI）
平田 纯一（立命馆大学）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浦坂 纯子（同志社大学）

VII-3

14-J-010 2014/2 日本、中国、韩国企业的不同性别多样化经营的实际状况与课题──关于
发挥男女人才作用的605家企业调查（中国、韩国）结果

石冢 浩美（产业能率大学） VII-6

14-J-009 2014/2 关于教育财政资金分配的应有方式（教育财政治理）的考察──超越教育
阶段的视点

赤井 伸郎（RIETI）
末富 芳（日本大学）
妹尾 涉（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水田 键辅（东北公益文科大学）

VII-4

14-J-008 2014/1 对投资者所属国采取对抗措施的正当性与对抗投资者的可能性 岩月 直树（立教大学） I-10

14-J-007 2014/1 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性例外规定”
森 肇志（东京大学）
小寺 彰（RIETI）

I-10

14-J-006 2014/1 投资协定仲裁的非金钱性补救
西村 弓（东京大学）
小寺 彰（RIETI）

I-10

14-J-005 2014/1 国际投资协定与国家间索赔 小畑 郁（名古屋大学） I-10

14-J-004 2014/1 测算东日本大地震后复兴投资的地区间再分配效果

林山 泰久（东北大学）
中嶌 一宪（兵库县立大学）
坂本 直树（东北文化学园大学）
阿部 雅浩（东北大学）

III-6

14-J-003 2014/1 针对成年人忧郁症的网络认知行动疗法（CCBT）的临床效果、以及费效比
的系统评估

宗 未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VII-5

14-J-002 2014/1 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期待──条约的义务与法律的一般原则和交 滨本 正太郎（京都大学） I-10

14-J-001 2014/1 关于投资协定对跨国企业的活动及引进外资国的经济福利所产生影响的
经济分析

服部 哲也（拓殖大学） I-10

13-J-079 2013/12 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起的对旅游关联产业“传言影
响”的定量判断和评估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3-J-078 2013/12 关于执行投资仲裁判决的问题 水岛 朋则（名古屋大学）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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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3-J-077 2013/12 利用JSTAR验证忧郁度与其他指标的关系性
关泽 洋一（RIETI）
吉武 尚美（御茶水女子大学）
后藤 康雄（RIETI）

VII-5

13-J-076 2013/11 探讨用笔记表达法（Expressive Writing）应对社会心理压力的可能性 大森 美香（御茶水女子大学） VII-5

13-J-075 2013/11 关于电力自由化市场设计的国际比较研究─以欧洲调整电力的终端供
求为中心

八田 达夫（RIETI）
三木 阳介（经济同友会政策分析中心）

VI-10

13-J-074 2013/11 心理指标与消费者心理有什么关系？
关泽 洋一（RIETI）
吉武 尚美（御茶水女子大学）
后藤 康雄（RIETI）

VII-5

13-J-073 2013/11 每天写下3件好事是否会变得幸福？
关泽 洋一（RIETI）
吉武 尚美（御茶水女子大学）

VII-5

13-J-072 2013/11 各地区不同的优先政策对地区间人口移动的影响──利用文本挖掘方法
对优先政策进行定量测算

尾崎 雅彦（RIETI） III-其他

13-J-071 2013/11 再论社会资本的生产力效果
宫川 努（RIETI）
川崎 一泰（东洋大学）
枝村 一磨（NISTEP）

V-其他

13-J-070 2013/10 对促进可再生能源普及的政策进行经济分析──固定价格收购（FIT）制
度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基准（RPS）制度哪个更理想？

日引 聪（上智大学）
库川 幸秀（东京工业大学）

VI-9

13-J-069 2013/9 白领正式员工管理职位男女比例差距的决定性因素──对女性不公正的
社会歧视及解决对策

山口 一男（RIETI） 其他

13-J-068 2013/9 使用地域CGE模型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导致供应链断裂的效果与通过汽车
产业集群实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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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

13-J-067 2013/9 中小企业金融信用风险数据库的作用 前原 康宏（一桥大学） SP-4

13-J-066 2013/9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混合能源──根据各种电源特征的需求分析
森田 玉雪（山梨县立大学）
马奈木 俊介（RIETI）

VI-9

13-J-065 2013/9 促进文化媒体跨境流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国松 麻季（中央大学） I-8

13-J-064 2013/9 关于创业者的成功原因的实证分析
松田 尚子（RIETI）
松尾 丰（东京大学）

SP-8

13-J-063 2013/9 投资仲裁的比例原则的意义──关于政府监管的宽容性的判断标准 伊藤 一顿（静冈县立大学） I-10

13-J-062 2013/9 节能技术开发与企业价值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冈田 羊祐（一桥大学）

VI-9

13-J-061 2013/9 关于国际运输部门环境政策的经济分析 宝多 康弘（南山大学） VI-9

13-J-060 2013/9 关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起的农林水产品“传言影响”的定量
判断和评估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3-J-059 2013/9 关于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的实证分析
神事 直人（京都大学）
田中 鲇梦（RIETI）

I-8

13-J-058 2013/8 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与生产率

德井 丞次（RIETI）
牧野 达治（一桥大学）
儿玉 直美（RIETI）
深尾 京司（RIETI）

V-其他

13-J-057 2013/8 限制不正当廉价销售规定留下的课题 川滨 升（RIETI） VI-7

13-J-056 2013/8 WTO协定中的文化多样性概念──以信息产品的待遇及其与文化多样性
条约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川濑 刚志（RIETI） I-8

13-J-055 2013/8 对文化产品数字化带来的文化多元性的监管可能发生变化──对通讯垄
断企业的限制竞争政策

东條 吉纯（立教大学） I-8

13-J-054 2013/8 日本企业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空间相关性与选址模式

大久保 敏弘（庆应义塾大学）
Robert J.R. ELLIOTT（伯明翰大学）
Matthew A. COLE（伯明翰大学）
Ying ZHOU（伯明翰大学）

V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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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3-J-053 2013/7 地震前后宫城县内的地区潜力及劳动力分布变化
猪原 龙介（亚细亚大学）
中村 良平（RIETI）
森田 学（青森中央学院大学）

III-8

13-J-052 2013/7 汇率向日本汽车出口价格的转嫁与市场支配力 佐佐木 百合（明治学院大学） II-其他

13-J-051 2013/7 试论∶酷日本与贸易政策 三原 龙太郎（庆应义塾大学） I-8

13-J-050 2013/7 专利侵害诉讼、技术选择、非实施主体（NPE） 大野 由夏（北海道大学） I-其他

13-J-049 2013/7 有关贸易政策的偏好与个人特征──对1万人进行调查的结果

富浦 英一（RIETI）
伊藤 万里（RIETI）
椋 宽（学习院大学）
若杉 隆平（RIETI）
桑波田 浩之（横滨国立大学）

I-2

13-J-048 2013/6 中国的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基于最新人口普查的验证 孟 健军（RIETI） 其他

13-J-047 2013/6 第三部门组织经营的实际状况与构建第三部门的课题──从分断型多样
性向横跨型多样性转变

后 房雄（RIETI） SP-其他

13-J-046 2013/6 研究生教育和就业 ·工资∶根据微观数据的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V-4

13-J-045 2013/6 整备防灾基础设施中动态学不一致的定量分析∶以陆前高田市整备防潮
堤为例

河野 达仁（东北大学）
北村 直树（东北大学）
山崎 清（株式会社 价值综合研究所）
岩上一骑（株式会社 价值综合研究所）

III-6

13-J-044 2013/6 工资构造的官民比较 森川  正之（RIETI） V-4

13-J-043 2013/6 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3-J-042 2013/6 开放经济中各部门的环保规定与排放量交易 宝多 康弘（南山大学） VI-9

13-J-041 2013/6 关于企业金融发生排挤效应的实证分析 庄司 启史（一桥大学国际 ·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VIII-其他

13-J-040 2013/6 有关公共债务的积累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调查研究以及使用Vector Error 
Correction模型分析财政赤字的波及效果

庄司 启史（一桥大学国际 ·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VIII-其他

13-J-039 2013/5 工作结婚两者兼顾的可能性和保育所∶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验证 宇南山 卓（RIETI） VI-其他

13-J-038 2013/5 资金制约下的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与企业价值 泷泽 美帆（东洋大学） V-其他

13-J-037 2013/5 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R-JIP）数据库的构建和地区间生产率差距的分析

德井 丞次（RIETI）
牧野 达治（一桥大学）
深尾 京司（RIETI）
宫川 努（RIETI）
荒川 信幸（和歌山大学）
新井 园枝（RIETI）
乾 友彦（RIETI）
川崎 一泰（东洋大学）
儿玉 直美（RIETI）
野口 尚洋（一桥大学）

V-其他

13-J-036 2013/5 制造业的生产率动态学与研发溢出效应──根据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池内 健太（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金 荣懿（专修大学、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
权 赫旭（RIETI）
深尾 京司（RIETI）

V-其他

13-J-035 2013/5 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发展与企业间的交易结构 伊藤 公二（RIETI） I-其他

13-J-034 2013/5 进口增加的影响∶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比较 伊藤 公二（RIETI） I-其他

13-J-033 2013/5 产品创新与经济增长PartⅢ∶对不提升TFP的创新的验证
吉川 洋（RIETI）
安藤 浩一（中央大学）
宫川 修子（东京大学）

VI-其他

13-J-032 2013/5 瑞典重建财政的经验──为什么实现了重建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翁 百合（日本综合研究所） VIII-其他

13-J-031 2013/5 劳动法的新理论潮流与政策研究方法 水町 勇一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VII-1

13-J-030 2013/5 劳动法的目的、对象和手段的新发展──对英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市场监管
论的考察

石田 信平（北九州市立大学） V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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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029 2013/5 劳动法学中劳动权论的发展──以英美的讨论为中心 有田 谦司（西南学院大学） VII-1

13-J-028 2013/5 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的理论性课题──从英国的最低工资、附
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及通用福利得到的启示

神吉 知郁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VII-1

13-J-027 2013/5 反就业歧视法的法律研究方法的演变及课题 长谷川 珠子（福岛大学） VII-1

13-J-026 2013/5 美国劳动者参与的新尝试及其法学理论基础的构建 竹内（奥野） 寿（立教大学） VII-1

13-J-025 2013/5 文化政策与投资保护──因公益限制而造成的财产权侵害在投资协定中
的定位

伊藤 一顿（静冈县立大学） I-8

13-J-024 2013/5 决定企业之间交易关系行为的要素∶以东日本大地震供应链断裂为例
中岛 贤太郎（东北大学）
户堂 康之（RIETI）

I-其他

13-J-023 2013/4 关于日资跨国企业的国内外生产率水平的比较分析
伊藤 惠子（RIETI）
田中 清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

V-其他

13-J-022 2013/4 关于提高能源消费统计精度的对策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英文DP

14-E-014 2014/3 Effects of Business Networks on Firm Growth in a Cluster of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ISHIWATA Ayako（University of Tokyo）
Petr MATOUS（University of Tokyo）
TODO Yasuyuki（RIETI）

I-4

14-E-013 2014/3 The Effect of Large-Scale Retailers on Price 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ese data for 1977-1992

SHIMOTSU Katsumi（University of Tokyo） IX-3

14-E-012 2014/3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Labor Clauses: Effects on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KAMATA Isao（RIETI） I-9

14-E-011 2014/3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s' Overseas Expansion on Employment 
at Suppliers at Home: New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data for Japan

ITO Keiko（Senshu University）
TANAKA Ayumu（RIETI） 其他

14-E-010 2014/2 Financial Shocks and Firm Exports: A natural experiment approach 
with a massive earthquake

MIYAKAWA Daisuke（Harvard University）
HOSONO Kaoru（Gakushuin University）
UCHINO Taisuke（RIETI）
ONO Arito（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UCHIDA Hirofumi（Kobe University）
UESUGI Iichiro（RIETI）

VI-12

14-E-009 2014/1 The Relative Signi�cance of EPAs in Asia-Paci�c KAWASAKI Kenichi（RIETI） I-5

14-E-008 2014/1 The ECB'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Have they lowered 
market borrowing costs for banks and governments?

SZCZERBOWICZ, Urszula（RIETI） 其他

14-E-007 2014/1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Securities Transaction Tax on Market 
Liquidity and Volatility

Gunther CAPELLE-BLANCARD（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 / CEPII）
HAVRYLCHYK, Olena（RIETI）

其他

14-E-006 2014/1 Get Pennies from Many or a Dollar from One? Multiple contracting in 
markets for technology

Jianwei DANG（University of Tokyo）
MOTOHASHI Kazuyuki（RIETI） IV-4

14-E-005 2014/1 Differences in Science Based Innovation by Technology Life Cycles: 
The case of solar cell technology

MOTOHASHI Kazuyuki（RIETI）
TOMOZAWA Takanori（METI） IV-4

14-E-004 2014/1 Measuring the Value of Time i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KONISHI Yoko（RIETI）
Se-il MUN（Kyoto University）
NISHIYAMA Yoshihiko（Kyoto University）
Ji Eun SUNG（RIETI / Kyoto University）

V-6

14-E-003 2014/1 Does MFN Free Riding Plagu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SATO Hitoshi（RIETI） I-9

14-E-002 2014/1 Rebalancing Trade within East Asian Supply Chains THORBECKE, Willem（RIETI） II-6

14-E-001 2014/1 Complementarity, Fragmentation, and the E�ects of Patent Thickets
NAGAOKA Sadao（RIETI）
NISHIMURA Yoichiro（Kanagawa University） 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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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101 2013/12
Widening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Outside of Schoo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arly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s 
learning time in Japan

MATSUOKA Ryoji（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NAKAMURO Makiko（Keio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RIETI）

V-4

13-E-100 2013/12 FTA and Export Platfo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m level data

ITO Tadashi（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I-9

13-E-099 2013/11 A Not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Production: Decomposition of TFP

KONISHI Yoko（RIETI） V-6

13-E-098 2013/11 Does Competition Improv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indust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dustry-level panel data

AMBASHI Masahito（RIETI） 其他

13-E-097 2013/11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Japan: A behavioral genetic approach
YAMAGATA Shinji（Kyushu University）
NAKAMURO Makiko（Keio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RIETI）

V-4

13-E-096 2013/11 How D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isalign East Asian Currencies?
OGAWA Eiji（RIETI）
Zhiqian WANG（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3

13-E-095 2013/11 More Time Spent on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 Less Time Spent 
Studying?

NAKAMURO Makiko（Keio University）
MATSUOKA Ryoji（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INUI Tomohiko（RIETI）

V-4

13-E-094 2013/11 Industry-Level Competitiveness, Productivity, and E�ective Exchange 
Rates in East Asia

ITO Keiko（Senshu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ersity） II-3

13-E-093 2013/11 E�ects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import quota 
removal during postwar Japan

KIYOTA Kozo（RIETI）
OKAZAKI Tetsuji（RIETI） IX-3

13-E-092 2013/11 The Sophistication of East Asian Exports
THORBECKE, Willem（RIETI）
Hao-Kai PAI（RIETI） II-6

13-E-091 2013/11 Economic Impacts of FTAs on Trade in Services: Some empirics in East 
Asia

ISHIDO Hikari（Chiba University） I-9

13-E-090 2013/11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postwar Japan
NAOI Megum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OKAZAKI Tetsuji（RIETI）

IX-3

13-E-089 2013/10 Synchronization and the Coupled Oscillator Model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IKEDA Yuichi（Kyoto University）
AOYAMA Hideaki（RIETI）
YOSHIKAWA Hiroshi（RIETI）

VI-4

13-E-088 2013/10 Regional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DI

Shawn ARIT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ANAKA Kiyoyasu（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I-9

13-E-087 2013/10 DebtRank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Credit Network
AOYAMA Hideaki（RIETI）
Stefano BATTISTON（ETH, Zurich）
FUJIWARA Yoshi（University of Hyogo）

VI-4

13-E-086 2013/10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Measures

IIDAKA Yuki（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HANAMURA Kenichi（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KOMATSU Ayako（RIETI）
SAITO Yukiko（RIETI）
TSUKADA Naotoshi（RIETI）

其他

13-E-085 2013/10 Are Japanese Acquisitions E�cient Investments?
INOUE Kotaro（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RA Saori（Meiji University）
YAMASAKI Takashi（Kobe University）

SP-其他

13-E-084 2013/9 Market Shar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Competition among 
exporters of the same nationality

YOSHIDA Yushi（Shiga University） II-其他

13-E-083 2013/9 Business Restructuring of Japanese Firms: Structural changes during 
theLost Decades

MORIKAWA Masayuki（RIETI）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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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082 2013/9 Is Leverage a Determinant of Asset Price? Evidence from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data

KURASHIMA Daichi（Ministry of Justice, 
Government of Japan）
MIZUNAGA Masashi（Star Mica Corporation）
ODAKI Kazuhiko（RIETI）
WATANABE Wako（Keio University）

其他

13-E-081 2013/9 Does Agglomeration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ITO Banri（RIETI）
XU Zhaoyuan（ERI-DRC, State Council of 
China）
YASHIRO Naomitsu（RIETI）

I-其他

13-E-080 2013/9 Role of Hub Firms in Geographical Transaction Network SAITO Yukiko（RIETI） III-9

13-E-079 2013/9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iscovery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site research

CHEN Xiaohong（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DRC））
QI Changdong（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DRC））
ZHOU Yan（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DRC））
ZONG Fangyu

I-其他

13-E-078 2013/9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ransitioning to Retire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Results based on JSTAR panel data

HASHIMOTO Hideki（University of Tokyo） VIII-其他

13-E-077 2013/9 On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Wa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Japan 
electricity-saving?

SATO Hitoshi（RIETI） I-其他

13-E-076 2013/9 What Type of Policy Uncertainty Matters for Business? MORIKAWA Masayuki（RIETI） 其他

13-E-075 2013/9 Evolution of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AOKI Reiko（RIETI）
ARAI Yasuhiro（Kochi University） IV-3

13-E-074 2013/9 Acquisition of Mines by Resource-importing Firms and Distribution of 
Pro�ts from Resource Extraction

HIGASHIDA Keisaku（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VI-9

13-E-073 2013/9 Does the Acquisition of Mines by Firms in Resource-importing 
Countries Decrease Resource Prices?

HIGASHIDA Keisaku（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MORITA Tamaki（Yamanas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RIETI）
TAKARADA Yasuhiro（Nanzan University）

VI-9

13-E-072 2013/9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ynamic Inconsistencie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n example of coastal levee 
improvement in the city of Rikuzentakata

KONO Tatsuhito（Tohoku University）
KITAMURA Naoki（Tohoku University）
YAMASAKI Kiyoshi（Value Management 
Institute, Inc.）
IWAKAMI Kazuki（Value Management Institute, 
Inc.）

III-6

13-E-071 2013/8 R&D,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Ownership
KWON Hyeog Ug（RIETI）
Jungsoo PARK（Sogang University） V-其他

13-E-070 2013/8 Localization of Collaborations in Knowledge Creation
INOUE Hiroyasu（Osaka Sangyo University）
NAKAJIMA Kentaro（Tohoku University）
SAITO Yukiko（RIETI）

III-9

13-E-069 2013/8 Multi-Product Plants and Product Switching in Japan
Andrew B. BERNARD（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ersity）

III-2

13-E-068 2013/8 Stability of Preference against Aging and Health Shocks: A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HIMOTO Hideki（University of Tokyo）
ICHIMURA Hidehiko（RIETI）
SHIMIZUTANI Satoshi（RIETI）

VIII-其他

13-E-067 2013/8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A 
microeconometric analysis focused on �rm characteristics

KOBAYASHI Yohei（RIETI）
KUME Koichi（Recruit Works Institute）
OIKAWA Keit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SONE Tetsuro（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其他

13-E-066 2013/8 Make or Buy, and/or Cooperate? The Property Rights Approach to 
Auto Parts Procurement in Japan

TAKEDA Yosuke（Sophia University）
UCHIDA Ichihiro（Aichi University） V-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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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065 2013/7 Postgraduate Education,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Wag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micro data from Japan

MORIKAWA Masayuki（RIETI） V-4

13-E-064 2013/7 The Future of Long-term Care in Japan SHIMIZUTANI Satoshi（RIETI） VIII-其他

13-E-063 2013/7 Natural Disasters and Plant Survival: The impact of the Kobe 
earthquake

Matthew A. COLE（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Robert J R ELLIOTT（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ersity）
Eric STROBL（Ecole Polytechnique）

III-2

13-E-062 2013/7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using 
Japanese industry data

YAGI Michiyuki（Tohoku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RIETI） VI-9

13-E-061 2013/7 A Theory of Disasters and Long-run Growth
AKAO Ken-Ichi（Waseda University）
SAKAMOTO Hiroaki（Waseda University） VI-9

13-E-060 2013/6 Innova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JINJI Naoto（Kyoto University）
Xingyuan ZHANG（Okayama University） I-其他

13-E-059 2013/6 Disguised Protectionism?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Japanese Car 
Market

KITANO Taiju（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2

13-E-058 2013/6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ynamics of Tourists with a Simple 
Stochastic Model: Case of Okinawa

ITO Tadashi（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IWAHASHI Roki（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III-8

13-E-057 2013/6 On the Spatial Economic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Klaus DESMET（Universidad Carlos III）
Esteban ROSSI-HANSBERG（Princeton 
University）

III-4

13-E-056 2013/6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Urban Structure

Pascal MOSSAY（University of Reading and 
CORE）
Pierre PICARD（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and 
CORE）

III-4

13-E-055 2013/6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Equilibrium for a Spatial Model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drien BLANCHET（Université de Toulouse）
Pascal MOSSAY（University of Reading and 
CORE）
Filippo SANTAMBROGIO（Université Paris Sud）

III-4

13-E-054 2013/6 Imitation versus Innovation Costs: Patent policies under common 
patent length

ICHIDA Toshihiro（Waseda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I-其他

13-E-053 2013/6 On the Welfare Effect of FTAs in the Presence of FDIs and Rules of 
Origin

MUKONOKI Hiroshi（Gakushuin University） I-9

13-E-052 2013/6 Does the Stock Market Evaluate Intangible Asse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of listed �rms in Japan

MIYAGAWA Tsutomu（RIETI）
TAKIZAWA Miho（Toyo University）
EDAMURA Kazuma（NISTEP）

V-其他

13-E-051 2013/6 The Impa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Plants'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Hanshin-Awaji（Kobe） Earthquake

TANAKA Ayumu（RIETI） I-其他

13-E-050 2013/6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Subtleties with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ISHIKAWA Jota（RIETI）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ersity） I-其他

13-E-049 2013/5 Entrepreneurship and Human Capital: Empirical study using a survey 
of entrepreneurs in Japan

BABA Ryota（Booz & Company（Japan） Inc.）
MOTOHASHI Kazuyuki（RIETI） IV-其他

13-E-048 2013/5 Increasing Trends in the Excess Comovement of Commodity Prices
OHASHI Kazuhiko（Hitotsubashi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2

13-E-047 2013/5 The E�ect of Moving to a Territorial Tax System on Pro�t Repatriations: 
Evidence from Japan

HASEGAWA Makoto（University of Michigan）
KIYOTA Kozo（RIETI） V-其他

13-E-046 2013/5 Are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 Really Harmful for Kid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Babies in the 21st Century

NAKAMURO Makiko（Keio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RIETI）
SENOH Wataru（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HIROMATSU Takeshi（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V-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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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045 2013/5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rols and Firm Locations in North-South 
Trade

ISHIKAWA Jota（RIETI）
OKUBO Toshihiro（Keio University） I-其他

13-E-044 2013/5 How Does the Market Value Management Practices? Decomposi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KAWAKAMI Atsushi（Gakushuin University）
ASABA Shigeru（Waseda University） V-其他

13-E-043 2013/5 R&D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Korean �rms

YoungGak KIM（Senshu University）
ITO Keiko（RIETI） V-其他

13-E-042 2013/5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Individuals: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s

ARATA Yoshiyuki（University of Tokyo） VI-其他

13-E-041 2013/5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HORI Takeo（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UCHINO Taisuke（RIETI） V-其他

13-E-040 2013/5 Market Acces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FDI MUKUNOKI Hiroshi（Gakushuin University） I-其他

13-E-039 2013/5 Stochastic Macro-equilibrium and Microfoundations for Keynesian 
Economics

YOSHIKAWA Hiroshi（RIETI） VI-其他

13-E-038 2013/5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in the Workplace: An econometric case 
study of a large Japanese �rm

KATO Takao（Colgate University）
KAWAGUCHI Daiji（RIETI）
OWAN Hideo（University of Tokyo）

VII-其他

13-E-037 2013/5 Real Driver of Trade Credit
TSURUTA Daisuke（Nihon University）
UCHIDA Hirofumi（Kobe University） SP-其他

13-E-036 2013/4 Why Did Manufacturing Firm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Non-regular 
Workers in the 2000s?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matter?

MATSUURA Toshiyuki（Keio University） I-其他

13-E-035 2013/4 The E�ects of Birth Weight: Does fetal origin really matter for long-run 
outcomes?

NAKAMURO Makiko（Keio University）
UZUKI Yuka（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INUI Tomohiko（RIETI）

V-其他

13-E-034 2013/4 Choice of Invoicing Currency: New evidence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Japanese export �rms

ITO Takatoshi（RIETI）
KOIBUCHI Satoshi（Chuo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ersity）

II-其他

13-E-033 2013/4 Determinants of Demand for Technology in Relationships with 
Complementary Assets in Japanese Firms

KANI Masayo（Tezukayama University）
MOTOHASHI Kazuyuki（RIETI） IV-其他

13-E-032 2013/4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and Export Price Competitiveness: 
Industry-specific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of Japan, Korea,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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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其他

13-E-031 2013/4 Industry-specific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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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其他

13-E-030 2013/4 The Impacts of Post-TRIPS Patent Reforms o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s
Keith E. MASKUS（University of Colorado）
Lei YANG（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其他

13-E-029 2013/4 Cohort Size E�ects on Promotion and Pay: Evidence from personnel 
data

ARAKI Shota（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ATO Takao（Colgate University）
KAWAGUCHI Daiji（RIETI）
OWAN Hideo（University of Tokyo）

VII-其他

13-E-028 2013/4 How Do Supply Chain Networks Affect the Resilience of Firms to 
Natural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TODO Yasuyuki（RIETI）
NAKAJIMA Kentaro（Tohoku University）
Petr MATOUS（University of Tokyo）

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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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3-E-027 2013/4 Firm Heterogeneity and FDI in Distribution Services
TANAKA Kiyoyasu（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V-其他

13-E-026 2013/4 How Does the Regional Monetary Unit Work as a Surveillance Tool in 
East Asia? 

KAWASAKI Kentaro（Toyo University） II-其他

13-E-025 2013/4 Exchange Rate Exposure and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The 
case of Japanese exporting �rms

ITO Takatoshi（RIETI）
KOIBUCHI Satoshi（Chuo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ersity）

II-其他

13-E-024 2013/4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of Export Firms: New �ndings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TO Takatoshi（RIETI）
KOIBUCHI Satoshi（Chuo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ersity）

II-其他

13-E-023 2013/4 Trade Adjustments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MNEs: Intra-�rm and arm's length transactions

ANDO Mitsuyo（Keio University）
KIMURA Fukunari（Keio University / ERIA） V-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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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4-P-005 2014/3 从全局的角度考察人力资本与人才改革 鹤 光太郎（RIETI） VII-1

14-P-004 2014/3 劳动者对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和反应──“多样化的正式与非正式劳动
者的就业行动和意识调查”结果

户田 淳仁（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鹤 光太郎（RIETI）

VII-1

14-P-003 2014/3 多样化的正式与非正式劳动者的就业行为和意识──RIETI网上问卷调查
概要

久米 功一（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VII-1

14-P-002 2014/2 服务贸易谈判与多边协定──TISA和分类方式 中富 道隆（RIETI） I-10

14-P-001 2014/1 对亚忧郁症实施低强度心理健康服务、积极引进民间活力的建议∶变爱好
为实际利益，变医疗负担为战略性事业

宗 未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渡边 卓（生活平衡经营管理研究所）

VII-5

13-P-023 2013/12 构建地理空间上的创新检索系统及其应用

相马 亘（日本大学）
藤田 裕二（日本大学理工学研究所）
内藤 祐介（株式会社人工生命研究所）
西田 正敏（株式会社人工生命研究所）
治部 真里（OECD、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VI-4

13-P-022 2013/11 使用动态学应用一般均衡模型评估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渔业与水产加
工业的复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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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8

13-P-021 2013/10 Explaining Japan's Unproductive Two Decades FUKAO Kyoji（RIETI） V-1

13-P-020 2013/10 震灾时汽油供给信息的不足与抢购潮 奥村 诚（RIETI） III-6

13-P-019 2013/10 根据有利于制定地域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征进行地域分类的建议

中西 穗高（帝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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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3-P-018 2013/10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De Jure Standard Setting in Japan? TAMURA Suguru（RIETI） IV-3

13-P-017 2013/9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⑧】EC──对中国产拉锁征收反倾销
税的终审判决（WT/DS397）──围绕对非市场经济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
方法的各种问题

伊藤 一顿（静冈县立大学） I-8

13-P-016 2013/8 从贸易战略的观点看广域自由贸易协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对策 中富 道隆（RIETI） I-10

13-P-015 2013/8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⑦】中国──关于原材料出口的措施
（DS394, DS395, DS398）──关于对出口限制规定解释的现状与课题

川岛 富士雄（名古屋大学） I-8

13-P-014 2013/8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⑥】美国诉金枪鱼标签事件（墨西哥）
（DS381）──TBT争端史上的意义

内记 香子（大阪大学） I-8

13-P-013 2013/6 【WTO专家组高级委员会报告的解释⑤】美国禁止丁香烟事件（印度尼西
亚）（DS406）──关于TBT2.1条款与GATT第3条第4款的关系

内记 香子（大阪大学） I-8

13-P-012 2013/6 日本式公司治理走向何方？─通过《有关日本企业公司治理的问卷调
查》进行解读

宫岛 英昭（RIETI）
齐藤 卓尔（庆应义塾大学）
胥 鹏（法政大学比较经济研究所）
田中 亘（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小川 亮（RIETI，早稻田大学）

SP-其他

13-P-011 2013/6 劳动力移动的国际化和贸易 佐藤 仁志（RIETI） I-其他

13-P-010 2013/5 关于RIETI的生产率研究∶更新版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3-P-009 2013/5 全球失衡与日本企业部门的动向──从储蓄投资差额等角度进行考察 后藤 康雄（RIETI） 其他

13-P-008 2013/5 关于备后地区制造设备产业的形成过程的研究 加藤 厚海（广岛大学） IV-其他

13-P-007 2013/5 地方政府“新公共项目”的法制设计与搞活地区经济 喜多见 富太郎（RIETI） III-其他

PDP 政策论文（Policy Discussion Paper） ※以下为2013年4月—2014年3月期间发表的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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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立场（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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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3-P-006 2013/4 供应链网络能够提高企业抗灾能力──来自东日本大地震的教训
户堂 康之（RIETI）
中岛 贤太郎（东北大学）
Petr MATOUS（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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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2015 12

9

2011 3

IFRS

2011 10 2011 10 2011 8
2011 6 2011 6

樋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2014 3

2012 6

Minerva

2012 4

樋

20

2012 3
2011 11
宍

2014 3
佑 2014 2

2013 9
2013 7

2013 6

5

2011 6

1

2013 1

10

2011 7

6

2011 7

2

2013 1

11

2011 10

7

2013 3

3

2012 4

12

2013 3

8

2012 6

4

2011 3



6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3/4-2014/3

网站 充 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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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和信息。

2002 1 22
2014 3

12

2012 4
2014 3

13

7,989,968 1,103,960

2,320,544 370,186

683,993 67,031

（http://www.rieti.go.jp/cn/）

2013 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2013: JIP 2013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13/index.html
　

2011 5 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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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TAR：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 RIETI

50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 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 EU 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ELSA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index.html

CEPR CEPR VoxEU.org 

RIETI RIETI VoxEU.org

5

2012 9 RIETI Facebook 2014 1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apan.RIETI
https://www.facebook.com/en.RIETI

RIETI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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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RIETI HIGHLIGHT 

50

RIETI Research 

Digest DP

RIETI

RIETI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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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讨会

关于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共同研讨会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4030501/info.html

日期 2014/3/5

会场 JA共济大楼 会议厅

主办 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ESRI）

共同主办 独立行政法人劳动政策研究及进修机关（JILPT）、RIETI

会议日程

大会发言

“育儿家庭全国调查等 关于女性就业的报告”

“RIETI“关于多样化与工作生活平衡效果的研究课题”的结果报告”

“关于夫妻生育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报告”

嘉宾讨论

“为了在克服低生育率的同时，推动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应如何

改变劳动方式与性别分工?”

答疑

主持人 /嘉宾等

周 燕飞（JILPT副主任研究员）

儿玉 直美（RIETI C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麻田 千穗子（ESRI统筹政策研究官）

樋口 美雄（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武石 惠美子（法政大学职业生涯设计系教授）

岩泽 美帆（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动向研究部
第一研究室主任）

滨口 桂一郎（JILPT统筹研究员）

清家 笃（ESRI名誉所长、庆应义塾大学校长）

2013年度多样化经营企业百强表彰仪式暨日本女性品牌发布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多样化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
研究”研究会发布成果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4030301/info.html

日期 2014/3/3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METI

共同主办 RIETI、东京证券交易所

后援 日本经济新闻社

会议日程

开幕词

表彰仪式

介绍百强企业

RIETI“多样化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研究会　发布成果

公布2013年度“日本女性品牌”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佐藤 博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信息学系教授（多样化经营企业百强运营
委员会委员长））

樋口 美雄（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木濑 照雄（东陶（TOTO）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宣传活动  研讨会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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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先端政策研究中心（CAPS）公开研讨会

社会创新研讨会——为了地震灾区和日本复兴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4020701/info.html

日期 2014/2/7

会场 京都大学一百周年时钟台纪念馆一百周年纪念大厅

主办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先端政策研究中心（CAPS）

共同主办 RIETI

后援 近畿经济产业局、京都府、京都市、关西经济联合会、京都商

工会议所、大阪商工会议所、（独）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日

本风险创业学会、认定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地域产业振兴会、

其他

会议日程

开幕词

共同主办者致词

来宾致词

基调讲演 
“社会创新与日本的未来”

提出问题

“什么是社会创新的商业模型?”

嘉宾讨论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溝端 佐登史（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教授）

金子 实（RIETI总务主任）

门川 大作（京都市长）

大西 隆（日本学术会议议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特聘教授）

佐分利 应贵（RIETI CF、CAPS副教授）

大室 悦贺（京都产业大学经营学系副教授）

田畑 真理（大阪天然气股份公司人事部推进多样化团队主管）

广石 拓司（文京区社会创新平台事务局）

米良 HARUKA（READYFOR?代表）

矢野 诚（CAPS主任）

ESRI-经济政策研讨会

关于重振日本经济的共同公开研讨会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101701/info.html

日期 2013/10/17

会场 日本学术会议1楼会议厅

主办 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ESRI）

共同主办 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PRI）、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

第1部　报告
“开始转动的良性循环” 
“提供风险资金，加速开放创新” 
“增长政策的经济分析”

第2部　嘉宾讨论
通过安培经济学实现日本复兴：期待第三支箭早日发射

安培经济学带来的变化与课题

主持人 /嘉宾等

清家 笃 （ESRI名誉所长） 

中原 广 （PRI所长）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杉原 茂 （内阁府大臣官房审议官）

保井 俊之 （PRI副所长）

森川 正之 （RIETI理事、副所长）

松元 崇 （内阁府事务次官）

杉田 伸树 （ESRI所长）

伊藤 隆敏 （RIETI PD与FF、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院长）

伊藤 元重 （东京大学教授、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议员）



68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3/4-2014/3

RIETI政策研讨会

人力资本与人才改革——探讨贯穿人生周期的教育・能力
开发的方式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90601/info.html

日期 2013/9/6

会场 东海大学校友会馆 阿苏 ·东海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

第1部　报告
“人力资本 ·人才改革概观” 
“非认知能力与学历、工资、升职” 
“高中时期的学习课程与大学毕业后的年收入” 
“日本式雇用的破绽 以白领特别法案补救的试行方案” 
“大竹报告、西村报告的解说以及大学教育的重要性”

第2部　嘉宾讨论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鹤光 太郎 （RIETI PD与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大竹 文雄 （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西村 和雄 （RIETI FF、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神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育研究
府特任教授）

海老原 嗣生 （利库路特职业公司研究員、Nitchmo总经理）

川口 大司 （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樋口 美雄 （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佐藤 博树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信息学系教授）

神宫 纯绪 （日立制作所人财统辖本部多样化推动中心部长代理）

奈须 野太 （RIETI CF、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人才政策参事官）

森川 正之 （RIETI理事、副所长）

国际研讨会

日本人事的科学化——在全球化时代对就业体系的探讨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71201/info.html

日期 2013/7/12

会场 东京大学本乡校园区伊藤谢恩会馆

主办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IETI

后援 METI

协助 股份公司Works Applications

会议日程

开幕词

基调讲演

“为提高生产率的人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报告

“为提高生产率的人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报告

“从产学官联合项目看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与问题”

报告

“面对劳动市场的两极化与正式员工的多元化”

“扩大女性的工作机会和支援生活工作平衡：管理层的作用”

嘉宾讨论

“全球化时代日本企业面临的人事政策的挑战”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石田 浩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小川 诚 （METI大臣官房审议官（雇用、人才担当））

爱德华 ·拉杰 （斯坦福大学经营学研究生院教授、原美国总统咨询委员会
委员长）

亚力克 ·利文森 （南加州大学高效组织研究中心高级调查科学家）

加藤 隆夫 （高露洁大学经济系教授、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

大湾 秀雄 （RIETI FF、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鹤 光太郎 （RIETI PD与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佐藤 博树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信息学系 ·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川口 大司 （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研究科教授）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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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政策研讨会

迫近“增长战略”——第三支箭将飞往何处？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62601/info.html

日期 2013/6/26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

基调讲演

嘉宾讨论

主持人 /嘉宾等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石黑 宪彦 （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局长）

野坂 雅一 （读卖新闻东京总社评论委员会副委员长）

深尾 京司 （RIETI PD与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一桥大学 -RIETI研讨会

资源能源政策的焦点和课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60401/info.html

日期 2013/6/4

会场 一桥大学一桥讲堂

主办 一桥大学、RIETI

后援 住友电工集团社会贡献基金一桥大学环境法政策捐助讲座

会议日程

开幕词

基调讲演

“页岩革命和能源安全保障战略”

讲演

嘉宾讨论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山内 进 （一桥大学校长）

田中 伸男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特别顾问）

山内 弘隆 （一桥大学教授）

冈崎 健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大桥 弘 （RIETI FF与PD、东京大学教授）

后藤 收（资源能源厅审议官［能源环境担当］）

中垣 喜彦 （电源开发公司顾问）

内田 幸雄 （JX日矿日石能源公司副总经理）

村木 茂 （东京燃气公司副总经理）

橘川 武郎 （RIETI FF、一桥大学特任教授）

安藤 晴彦 （RIETI CF、一桥大学特任教授）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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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

探寻创新科学的源泉： 
对今后创新政策的含义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4031701/info.html

日期 2014/3/17

会场 文部科学省16楼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会议室

主办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

所、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

基调演讲

“Capitalizing Science for Innovations: Policy issues and research 
agenda”

第1部分：Science source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s
“Science Sources of Corporate Inventions in Japan: Evidence from 

inventor survey”
“Science Intensity of Drugs Launched in Japan and Their Performance”

第2部分：Bridging science to innovations
“Sources and Impacts of the Research at Pasture Quadrant”
“Mak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Collaboration: Sources of seeds, needs 

and their matching”
“Fund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Mechanism of Joint Research”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原山 优子（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专职委员）

Adam Jaffe（Motu Economic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所长、布兰戴斯
大学教授、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asearch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青木 玲子（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铃木 润（政策研究生院大学教授）

山内 勇（RIETI F）

西村 淳一（学习院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伊神 正贯（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科学技术与学术基础调查研究室
主任研究官）

长冈 贞男（RIETI PD与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文部科学省科学
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官）

赤池 伸一（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
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官）

细野 光章（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第3调查研究小组高级研究官）

榊原 裕二（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所长）

RIETI企业治理研究会 研习会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 
企业发展 ·价值创造和企业治理
日期 2014/3/27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

第一报告

“Comparing the Financial Decis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Firms”

第二报告

“破产企业的治理：关于民事再生法的实证研究”

第三报告

“日本企业的现金保有和流动性管理：实际调查分析”

第四报告

“Diversification, Organization, and Value of the Firm”

第五报告

“The Price of Control in the East Asia and Pac Rim Regions: Law, 
culture, and market”

今后开展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教授）

蚁川 靖浩（早稲田大学商学学术院副教授）

田中 亘（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胥 鵬（法政大学比較経済研究所教授）

牛岛 辰男（青山学院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研究科教授）

井上 光太郎（東京工业大学社会理工学研究科教授）

宣传活动 研习会、讲座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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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与政策研究生院大学（GRIPS）政策研究院联合举办圆桌会议

EPA的经济效果
日期 2014/2/18

会场 政策研究生院大学（GRIPS）

主办 RIETI、GRIPS政策研究院

会议日程

主题演讲

“EPA经济效果分析的课题”

报告

“国际财团对世界性EPA研究的调查活动”

讨论

主持人 /嘉宾等

木村 福成（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Peter A. Petri（布兰迪斯大学教授）

川崎 研一（RIETI CF、GRIPS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一桥大学、RIETI资源能源政策沙龙第1次会议

强力推行新能源基本计划及对未来的展望

日期 2014/3/10

会场 一桥大学一桥讲堂

主办 一桥大学、RIETI

后援 住友电工集团社会贡献基金一桥大学环境法政策捐助讲座

会议日程

开幕词

来宾致辞

基调演讲

嘉宾讨论

主持人 /嘉宾等

中岛厚志 (RIETI理事长 ) 

相泽 益男（科学技术振兴机构顾问、原东京工业大学校长）

上田 隆之（资源能源厅长官）

田中 伸男（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特别顾问、前国际能源机
构（IEA）秘书长）

柏木 孝夫（东京工业大学特聘教授、东京都市大学教授、一桥大学资源能
源政策研究会成员、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基本政策分会委员）

橘川 武郎（RIETI FF、一桥大学教授与资源能源政策研究课题总负责人、
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基本政策分会委员）

RIETI特别研讨会

广域自由贸易中新的世界贸易和日本的战略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4021701/info.html

日期 2014/2/17

会场 饭野礼堂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与演讲者介绍

演讲1
“The New Landscape of World Trade: The TPP, RCEP and other mega-

regional negotiations”

演讲2
“正在加速谈判的广域自由贸易与日本的FTA战略”

答疑

主持人 /嘉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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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A. PETRI（Carl Shapiro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 
Brande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教授）

第7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全球化形势下的地域经济发展——超越“空心化”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4020301/info.html

日期 2014/2/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主持人 /嘉宾等

深尾 京司（RIETIPD与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藤田 昌久（RIETI所长、CRO）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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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EU Economic Roundtable 2014

New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日期 2014/1/9
会场 Beijing International Hotel
主办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IWEP）,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共同主

办

RIETI,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KIEP）,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ECIPE）,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me,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会议日程

Introduction and Welcome
Session 1: Focus on Korea 
Session 2: Focus on the EU
Session 3: Focus on Japan 
Session 4: Focus on China 
主持人 /嘉宾等
SONG Hong（Professor / Assistant Director, IWEP, CASS）

Max BUEGE（ECIPE）

KIN Heungchong（Director,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Research 
Coordination, KIEP）

BARK Taeho（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ANG Sung Jin（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Korea University）

CHOI Nakgyoon（Senior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Regional Trade, 
KIEP）

PARK Yung Chul（Professor,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Korea 
University）

Fredrik ERIXON（Director, ECIPE）

LIN Guijun（Professor /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ristopher FINDLAY（Professor, Adelaide University）

Marc UZAN（Executive Director,  Reinventing Bretton Woods 
Committee）

URATA Shujiro（FF, RIETI / Professor, Waseda University）

Kenichi KAWASAKI（CF, RIETI /Senior Fellow,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GRIPS））

ZHANG Hongyong（F, RIETI）

NAKATOMI Michitaka（CF, RIETI / Special Advisor to 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

KIMURA Fukunari（Professor, Keio University）

ZHANG Yunling（Professor /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SS）

LI Ronglin（Professor /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ZHANG Jianping（Professor /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Foreign Economics Researc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HEN Minghui（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of Emerging Countries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ASS）

LI Lei（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f Nankai 
University）

LI Chunding（Associate Professor / Deputy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ivision, IWEP, CASS）

RIETI/GRIPS研习会

政府研究机构与创新

日期 2014/1/20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政策研究生院大学（GRIPS） 

会议日程

开幕词

第1部分：报告
“美国政府研究机构与创新”

“亚洲各国的政府研究机构与创新”

“从专利数据看AIST、RIKEN、JAXA”

第2部分：各研究机构报告及圆桌讨论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长冈 贞男（RIETI PD与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后藤 晃（RIETI FF、GRIPS教授）

John P.  WALSH（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

Patarapong INTARAKUMNERD（GRIPS教授）

铃木 润（GRIPS教授）

塚田 尚稔（RIETI RA、GRIPS副教授）

滨川 聪（独立行政法人产业综合研究所创新推进本部 创新推进企划室部
长）

前川 治彦（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 社会知创生事业副事业本部长）　

三保 和之（独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发机构产业合作中心 成果活用促进
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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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面向2014年的日本经济课题——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将
飞往何处?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120501/info.html

日期 2013/12/5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主持人 /嘉宾等

藤原 一平（RIETI VF、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宫川 努（RIETI FF、学习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武田 晴人（RIETI PD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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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R-RIETI-KIET Workshop

Structural Reform and Policy Challenges
日期 2013/12/12

会场 Evergreen Resort Hotel, Jiaosi（Yilan）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KIET

Session 2: RIETI

Session 3: TIER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 /嘉宾等

HONG David S.（President,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TIER））

NAKAJIMA Atsushi（Chairm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RIETI））

KIM DoHoon（President,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KIET））

KOH Joon-Sung（Director of Auditor's Office, KIET）

HO Chen-Sheng（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TIER）

Jaegon PARK（Head of Regional Industry Team, KIET）

UENO Toru（Director and SF, RIETI）

KONISHI Yoko（F, RIETI）

LU Tristan（Direct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TIER）

ODA Keiichiro（RC and SF, RIETI）

Charles T. CHOU（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Chinese Taipei APEC Study 
Center, TIER）

国际讲座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Factory Asia
日期 2013/12/4

会场 RIETI's seminar room

主持人 /嘉宾等

Richard E. BALDWIN（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WAKASUGI Ryuhei（SRA, PD and FF, RIETI / Professor, Gakushu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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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R-RIETI Workshop

New Challenges to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日期 2013/10/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CEPR, RIETI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Optimizing Incentive Plan Design: A case study”

“Competi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textile firm”

“Do Employees Profit from Profit Sharing? Evidence from Canadian 
panel data”

Presentation
“The Eurozone Crisis”

Presentation
“The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of Market Reforms and Trade 

Integration”followed by general discussion

Presentation
“FDI Promotion: Why and How?”followed by general discussion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 /嘉宾等

UENO Toru（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RIETI）

NAKAJIMA Atsushi（Chairman, RIETI）

Richard PORTES（President, CEPR / Professor, London Business School）

FUJITA Masahisa（President and CRO, RIETI / Professor, Konan University）

WAKASUGI Ryuhei（SRA, PD and FF, RIETI / Professor, Gakushuin 
University）

IWAISAKO Tokuo（FF, RIETI /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Fabio GHIRONI（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Research Fellow, 
CEPR）

KOBAYASHI Keiichiro（FF, RIETI / Professor, Keio University）

Beata JAVORCIK（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xford / Research Affiliate, 
CEPR）

ITO Keiko（Professor, Senshu University / Project member, RIETI）

RIETI-CASS-CESSA Joint-Workshop

Industry-level Exchange Rate and Asian Integration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日期 2013/11/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in Asi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CESSA）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First Session
“East Asia Currencies: Moving towards Stable Basket Anchors”from 

China
“Industry-Level Competitiveness, Productivity, and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in East Asia”from Japan

Second Session
“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al Exchange Rate Impact and 

Sino-Japanese Trade Fluctuations”from China
“How D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isalign East Asian Currencies?” 

from Japan

Third Session
“Exchange Rate and Bilateral Export: The Role of Third Country 

Competition”from China
“Industry-specific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in Asia”from Japan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 /嘉宾等
NAKAJIMA Atsushi（Chairman, RIETI）

SHIMIZU Junko（Gakushuin University）

XU Qiyuan（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ASS）

YANG Panpan

SATO Kiyotak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CESSA）

WANG Zhiqian（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nd GCOE of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TO Keiko（Senshu University）

XU Jianwei（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 Xiaoqin（The 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UN Jie（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ASS）

QIU Bi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TANG Baoqing（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 Xiuyan

SUN Shaoqin

MASUJIMA Yuki（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GAWA Eiji（FF,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AI Mi（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KAWASAKI Kentaro（Toyo University）

Nagendra SHRESTHA（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CESSA）

ZHANG Shajuan（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C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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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Asia KLEM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reative Econom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
日期 2013/8/22-23
会场 The Bank of Korea, Conference Hall（15F）
主办 Bank of  Korea ,  Korea Product iv i ty  Center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IETI, Gakushuin University（Empirical 
Research on Intangible Investment in Japan（ERII））

会议日程

Registration
Opening Session
Productivity Reviews in East Asia
Productivity Reviews in South East Asia
Productivity Reviews in South Asia
Panel Discussion on Productivity in Asia: Review
Closing Remarks and Announcement for Future Plans
主持人 /嘉宾等
PYO Hak K.（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ARK Wonjoo（Director General for Industrial Policy,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 Energy）

KIM Choongsoo（Governor, Bank of Korea）

Douglas H. BROOKS（Director,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ale W. JORGENSON（Harvard University）

SUN Linlin（Beihang University）

LI Xiaoqin（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rk DUTZ（World Bank）

Deb Kusum DAS（University of Delhi）

WU Harry（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to Keiko（Senshu University）

 FU Tsu-Tan（Soochow University）

FUKAO Kyoj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Nihon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Gakushuin University）

TOKUI Joji（Shinshu University）

CHUN Hyunbae（Sogang University）

RHEE Keun Hee（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CHO Taehyoung（Bank of Korea）

Mun HO（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VU Minh Khuong（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afaelita ALDABA（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PHAN The Cong（Vietnam University of Commerce）

Manh Tuyen TRAN（Ho Chi Minh National Academy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bidin RAUZAH（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MPC））

Omar ZULAIFAH（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MPC））

Hashim NOR（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MPC））

Osman NADIA（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MPC））

Surapol SRIHUIANG（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Mir Tanzim Nur ANGKUR（East West University）

K. L. KRISHNA（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Bishwanath GOLDAR（University of Delhi Enclave）

YUNG Taek Jung（Bank of Korea）

LIANG Chi-yuan（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Guntur SUGIYARTO（Asian Development Bank）

Abdul A. ERUMBAN（Conference Board and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第5次重点课题讨论会

日本的创新该如何前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100301/info.html

日期 2013/10/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主持人 /嘉宾等

濑户 政宏（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理事、创新推进本部长）

长冈 贞男（RIETI PD与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RIETI创新讲座

将创意从研究室移至市场：大学技术转移的经济学有什么

启示？

日期 2013/8/2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主持人 /嘉宾等

Mark Schankerm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一桥大学客座教授）

Robert Kneller（东京大学教授）

长冈 贞男（RIETI PD与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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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会

“人力资本 ·人材改革”研习会
日期 2013/7/1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会议日程

开幕词、会议主旨说明

第1部分
“发展战略评估”

第2部分
“报告与讨论”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鹤 光太郎（RIETI PD与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奈须野 太（RIETI  CF、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人才政策担当参事官）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

川口 大司（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海老原 嗣生（株式会社Recruit Career研究员、株式会社Nitchmo董事
长）

佐藤 博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信息学系教授）

研习会

Financial Networks and Systemic Risk Analysis
日期 2013/7/17-19

会场 Clock Tower Centennial Hall, Kyoto University 

会议内容

Opening Address
Session
Session I “FOC – Forecasting Financial Crisis”
RISTEX: “Scienc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Session II “FOC – Forecasting Financial Crisis”
Closing Remark

主持人 /嘉宾等

AOYAMA Hideaki (RIETI / Kyoto University)
WATANABE Tsutomu (RIETI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Guido CALDARELLI (IMT, Lucca)
Stefano BATTISTON (ETH, Zurich)
Sebastian POLEDNA (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Irena VODENSKA (Boston University)
IYETOMI Hiroshi (Niigata University)
Rosario N. MANTEGNA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AZAMA Mako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MADA Schumpeter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KURODA Masahiro (Keio University)
YAMAGUCHI Eiichi (Doshisha University)
YAMAMOTO Shinya (Doshisha University)
FUJITA Yuji (Nihon University)
SOUMA Wataru (Nihon University)
INOUE Hiroyasu (Osaka Sangyo University)
FUJIWARA Yoshi (University of Hyogo)
Enrico SCALAS (Universita del Piemonte Orientale)
YOSHIKAWA Hiroshi (RIETI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Ranaivo RAZAKANIRINA (University of Geneva)
ARAI Yuta (Niigata University)
FUJIMOTO Shouji (Kanazawa Gakuin University)
ISHIKAWA Atushi (Kanazawa Gakuin University)
ISOGAI Takashi (Bank of Japan)
Yong Hyun KWON (KAIST)
Mauro GALLEGAT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arche)
Sergio R. S. SOUZA (Central Bank of Bazil)
IKEDA Yuichi (Kyoto University)
Andrea GABRIELLI (ISC, CNR)
Matthieu CRISTELLI (ISC, CNR)
Andrea TACCHELLA (ISC, CNR)
Anirban CHAKRABORTI (Ecole Centrale Paris)
Dirk HELBING (ETH, Zurich)
ARUKA Yuji (Chuo University)
NAMATAME Akira (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Ji Young PARK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Duk Hee LEE (KAIST)
MASUKAWA Jun-ichi (Seijo University) 
SATO Aki-Hiro (Kyoto University)
Quang NGUYEN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MORI Shintaro (Kitasato University)
Joohyun KIM (KAIST)
Andreas JOSEPH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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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带动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的形成

日期 2013/6/11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主持人 /嘉宾等

西村 和雄（RIETI FF、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神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育研究
府特聘教授）

关泽 洋一（RIETI SF）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RIETI创新讲座

中韩商业集团动态及对日本的意义

日期 2013/5/16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持人 /嘉宾等

LEE Keun（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长冈 贞男（RIETI FF、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小田切 宏之（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研习会

2013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ersonnel 
Economics in Tokyo
日期 2013/7/13-14

会场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Hongo 
Campus）

主办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ISS）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RIETI

会议日程

Session 1:
“Optimizing Incentive Plan Design: A case study”
“Competi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a 

Chinese textile firm”
“Do Employees Profit from Profit Sharing? Evidence from Canadian 

panel data”

Session 2:
“Making Do With Less: Working harder during recessions”
“Boarding a Shinking Ship? An investigation of job applications to 

distressed firms”  

Session 3:
“Horizontal Transfer and Promotion: New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dpective of tadk-specific human capital”
“The Signaling Role of Promotions: New evidence from European firms”
“School Reput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Session 4:
“Mission Incentiv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selection, performance 

and retention among health workers in Zambia”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Firms' Demand for HRM Practices”

Session 5:
“Multi-tasking Incentives and Biases i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mployee Careers”
“Bia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主持人 /嘉宾等
ABE Yukio（Hokkaido University）

Alec LEVENS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KATO Takao（Colgate University）

FANG Tony（Monash）

TSURU Tsuyoshi（Hitotsubashi University）

Edward LAZEAR（Stanford University）

Jennifer BROW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TO Hideshi（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I Katsuya（Osaka University）

Antti KAUHANEN（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Finnish Economy）

KAWAGUCHI Daiji（RIET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AMBAYASHI Ryo（Hitotsubsshi University）

Oriana BANDIERA（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or ERIKSSON（Aarhus University）

TAKAHASHI Shingo（Interntional University of Japan）

Anders FREDERIKSEN（Aarhus University）

OWAN Hideo（RIET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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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RIETI小型研讨会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根据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3042301/info.html

日期 2013/4/2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会议日程

开幕词

讲演

“Does Agglomeration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讲演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Discovery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Site Investigation”

讲演

“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wnership of Chinese Firms: Policy 
Implication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及所有制形态——政策含义”

讲演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闭幕词

主持人 /嘉宾等

上野透（RIETI国际事务及宣传部部长）

中岛厚志（RIETI理事长）

伊藤万里（RIETI F（兼职）、专修大学经济系国际经济学科副教授、东京工
业大学兼职讲师）

许召元（DRC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小洪（DRC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周燕（DRC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亓长东（DRC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若杉隆平（RIETI SRA与PD与FF、学习院大学特别客座教授，横滨国立大
学客座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藤田昌久（RIETI所长与CRO、甲南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特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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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6 新世代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动向 演讲者 :比留川博久（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智能系统研究部门负责人）

2014/3/20 新体制下的中国：课题与评价
演讲者 :

评论员 :

孟健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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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14/3/18 技术政策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演讲者 :

评论员 :

Adam Jaffe（Motu Economic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所长、布兰戴斯
大学教授、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asearch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安永裕幸（METI产业技术环境局大臣官房审议官（主管产业技术 ·标准认
证））

2014/3/17 The Japanese Current Account ——Post-Tohoku Earthquake 演讲者 : Robert Dekle（南加州大学教授）

2014/3/13 提高服务产业的生产率——根据实证研究的建议
演讲者 :
评论员 :

森川正之（RIEIT理事、副所长）
八代尚宏（国际基督教大学基础教育系客座教授）

2014/3/7 全球化交流应用系统LINE的发展与挑战 演讲者 :森川亮（LINE股份公司总经理）

2014/3/6 Competition Law in a Global Economy
演讲者 : Frédéric Jenny（ESSEC Business School埃塞克商学院经济系教授、OECD

竞争委员会主席、元法国最高法院法官）

2014/2/27 非洲经济的现状和日本的对应
演讲者 :平野克己（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主任调查研究

员）

2014/2/26 Abenomics——An American view 演讲者 : Adam S.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4/2/19 亚洲经济和ADB的作用 演讲者 :中尾武彦（亚洲开发银行总裁）

2014/2/14 从‘萌熊’（KUMAMON）看熊本县的品牌战略 演讲者 :成尾雅贵（熊本县商工观光劳动部观光经济交流局 熊本品牌推进科科长）

2014/2/6 关于日本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的现状与课题 演讲者 :黑田祥子（早稻田大学教育 ·综合科学学术院 副教授）

2014/1/31 TPP交涉的现状和今后的去向
演讲者 :

评论员 :

Jeffrey J. Schott（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
员）

浦田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2014/1/29 从金融市场的视点看安倍经济学的现状与课题 演讲者 :熊野英生（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

2014/1/22 理发店QB屋的挑战——改变思路，增加客源 演讲者 :北野泰男（QB Net 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

2013/12/20 Japan's Growth Strategy
——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international good practices?

演讲者 :
评论员 :
评论员 :

Dirk PILAT（OECD科学技术产业局副局长）
田边靖雄（（株）日立制作所常务执行董事）

加治佐俊一（微软开发股份公司总经理、日本微软股份公司业务执行董事、

最高技术负责人）

2013/12/19 超越‘阿拉伯之春’——中东的去向与日本 演讲者 : 石合力（朝日新闻社国际报道部部长）

2013/12/16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ities 演讲者 : Donald R. Davi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13/11/29 世界的经营学，是否能对日本的产业政策做出贡献？ 演讲者 : 入山章荣（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013/11/22 通往高增长之路：日本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改革是否有效？ 演讲者 : Giovanni Ganelli（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OAP）高级经济师）

2013/11/14
如何处理被埋没的技术和无作用知识财产：创新企业的战略性知
识财产的管理要诀

演讲者 : 渡部俊也（东京大学政策前景研究中心教授）

2013/11/8 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今后的展望与政策课题 演讲者 : 木下祐子（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OAP）所长助理）

2013/11/7 日本是议院内阁制吗？ 演讲者 : 野中尚人（学习院大学法学系教授）

2013/10/31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ast, present & future 演讲者 : Valerie Hughes（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务部长）

2013/10/25
新 IT综合战略与日本的 IT人才培养——有效利用信息处理技术人
员的考试

演讲者 :
 

岩丸良明（东京工业大学图像信息工学研究所特任教授、内阁官房政府

CIO助理）

2013/10/16 Tripartism in Singapore 演讲者 : Loh Khum Yean（新加坡政府人才开发部副部长）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2001年到2014年3月的13年间共举办了880次、其中2013年度举办
了65 次。BBL研习会邀请国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发表演讲，跨越产学官之间的界限，针对各种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http://www.
rieti.go.jp/cn/events/bbl/index.html）。

宣传活动 BBL论坛 这些BBL论坛办了从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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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5 应如何降低法人实效税率 演讲者 : 森信茂树（中央大学法科研究生院教授，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

2013/10/10 中国的外交——历史与现在 演讲者 : 川岛真（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

2013/10/8 The Safe Asset Meme 演讲者 : Richard Portes（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主任）

2013/10/7 China's Cybersecurity Challenge

演讲者 :

演讲者 :
 

James A. Lewis（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技术与公共政策部部长兼
高级研究员）

Christopher Karl Johnson（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高级顾问兼中
国研究部长）

2013/10/2 完善托儿所与育儿两者兼顾的可能性 演讲者 :宇南山卓（RIETI CF、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统筹主任研究官）

2012/9/27 关于人口减少社会的经济 ·社会政策 演讲者 : 加藤久和（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

2013/9/26 “地域经济的发展”成功的德国地方城市：对日本的启发
演讲者 :
评论员 :

岩本晃一（METI地域经济产业部门产业政策分析官）
中村良平（RIETI FF、冈山大学研究生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教授）

2013/9/20 为什么印度会出现缺少劳动力的现象？ 演讲者 :内川秀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邻域研究中心主任）

2013/9/12 大相扑的经济学——从其中看到的日本社会 演讲者 : 中岛隆信（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2013/8/30
决定白领正式员工管理职位比例男女差别的因素——针对女性不
正当的社会不平等及其解决方针

演讲者 :山口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Ralph Lewis 纪念特别社会学教授）

2013/8/27 平成25年度年次经济财政报告书 演讲者 :增岛稔（内阁府参事官经济财政分析总括担当）

2013/8/8 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光与影 演讲者 :佐藤百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亚洲经济研究所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2013/7/31 设计经营的实际——从三星电子的成功事例来看 演讲者 : 福田民郎（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名誉教授）

2013/7/24 《通商政策史系列》中小企业政策的变迁和原因
演讲者 :
 

中田哲雄（通商产业政策史12中小企业政策编著者、原同志社大学研究生
院商务研究科教授）

2013/7/19 各产业实际汇率所显示的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演讲者 : 佐藤清隆（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院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2013/7/17
产品制造白皮书（2013年版）——支撑着日本经济的岌岌可危的制
造业 日本产品制造产业的课题和应对的方向性

演讲者 : 田中哲也（METI制造产业局 原材料产业室主任（原制造政策审议室主任））

2013/7/11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U.S. Economy —— Is there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演讲者 : 爱德华 ·拉杰（斯坦福大学经营研究生院教授，原美国总统咨询委员会委
员长）

2013/7/10
以再生能源为基轴的地区增长战略“八策”——“八策”的提出和为
了实现“八策”的地区展望

演讲者 : 田边敏宪（埼玉大学研究生院 经济科学研究科 客座教授）

2013/7/9
平成25年版通商白皮书：吸收世界经济活力实现生产率向上和经
济增长

演讲者 : 青木幹夫（METI通商产业局南西亚室主任（前企划调查室主任））

2013/7/4 Multilateralising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演讲者 : Richard E. Baldwin（高等国际问题与开发研究所教授）

2013/7/3 消费信息——在大数据中科学的消费 演讲者 : 西山圭太（METI大臣官房审议官 经济社会政策担当）

2013/6/27 “安倍经济学”能使日本经济重生吗？ 演讲者 : 熊谷亮丸（大和总研 主任经济师）

2013/6/20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经济生态系——新开放 ·创新 ·基础的构建 演讲者 :各务茂夫（东京大学教授、产学连协本部创新推进部长）

2013/6/14
日本的地区间生产率差距是否缩小了：根据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
率（R-JIP）数据库的分析

演讲者 : 
演讲者 : 

深尾京司（RIETI FF与PD、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与教授）
德井丞次（RIETI FF、信州大学经济学部学部长与教授）

2013/6/12 关于我国企业低收益率等问题的制度背景
演讲者 :
评论员 : 

木下信行（日本银行 理事）
深尾光洋（RIETI FF与PD、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2013/6/6 经济教育是最强的增长战略 演讲者 : 中岛厚志（RIETI理事长）

2013/6/5 A Tale of Three Economies: How advanced,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markets view the global economy

演讲者 :
 

Bruce Stokes（Pew Global Economic Attitudes Pew Research Center国际
经济世论调查部门局长）

2013/5/30 心理健康产业的振兴——以认知行动疗法为中心
演讲者 :清水荣司（千叶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院认知行动生理学教授、儿童心理

发达研究中心主任）

2013/5/22 日本的底气是否真的存在？
演讲者 :
 

辰已琢郎（演员、观光厅顾问、近畿大学文艺系客座教授、国连WFP协会
顾问）

2013/5/21 关于新创新与新创业的应有方式 演讲者 : 伊佐山元（DCM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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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16
2013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实现自我变革而跃动的中小企业 ·小
规模事业者

演讲者 : 小山和久（METI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主任）

2013/5/10
趋向紧张化的东亚形势和地区的课题——以东亚战略概观2013为
中心

演讲者 : 高见泽将林（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长）

2013/5/9 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后的展望和课题 演讲者 : 石井详悟（国际货币基金（IMF）亚洲太平洋地区事务所（OAP）所长）

2013/5/8
因民间开放的推进而引起的公共服务改革的可能性——在监狱中
关于公共权力行使的公共服务的民间委托为事例研究

演讲者 : 西田博（法务省矫正局长）

2013/4/25 对最近 IHI事业的变革与政策的期待 演讲者 : 釜和明（株式会社 IHI 代表取缔役会长）

2013/4/18 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政策 演讲者 :川口大司（RIET FF、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2013/4/12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Strategy, Policy and 
Practices

演讲者 :穆荣平（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所长）

2013/4/11 消费税减轻税率导入的是非 演讲者 : 森信茂树（中央大学法科研究生院 教授、东京财团 高级研究员）

2013/4/10 页岩燃气革命与能源安全保障：对经济产业省现役者的致词 演讲者 : 田中伸男（（一财）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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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　（）表示参与研究

（2013年 4月～ 201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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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教职研究员

凯因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日本经济、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

及宏观经济学的统计力学式探讨。

＜日本经济的课题和经济政策Part3——经济主体间的不对称性＞（中
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增长）

若杉 隆平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学、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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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技术、产业政策、通商政策 －

 研究项目主任（PD）

若杉 隆平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学、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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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地区经济的复兴和增长战略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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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

业战略与政策研究）（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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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

的计算为中心）（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日美相对比价体
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大桥 弘 
（兼）教职研究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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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制度分析、组织和制度的经济学、劳动市场制度 ＜劳动市场改革制度＞

深尾 光洋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

武田 晴人 
（兼）教职研究员

日本经济史 ＜通商产业政策 ·与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史学研究＞

 副所长（VP）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劳动市场、生产率
（完善RIETI数据）（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析：生产率 ·经济福祉 ·政策评
价）

 高级研究员（SF）

后藤 康雄 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组织论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

小田 圭一郎
（兼）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研究调整）

银行理论 ＜完善RIETI数据＞（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小泷 一彦 － －

尾崎 雅彦 温室效应问题、环境教育、金融、技术革新 （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的计算为中心）

关泽 洋一 
（兼）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政策史）

感情对经济态度所带来的影响、心理健康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通商产业政策 ·与经济
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史学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田村 杰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标准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

研究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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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　（）表示参与研究

（2013年 4月～ 2014年 3月）

Willem THORBECKE  Monetary Economics, Financi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东亚的生产网络、贸易、汇率、世界不平衡＞＜东亚的生产网络和世

界的不均衡＞

冨田 秀昭 有关研究开发和专利等的实证分析、创新、地球变暖问题、金融 （日美相对比价体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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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农业谈判、贸易与环境、贸易与
食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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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F）

伊藤 新 宏观经济、经济统计 －

伊藤 万里 国际经济学、研究开发、创新研究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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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政策评估、能源与环境

制约问题、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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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相对比价体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河村 德士 日本经济史、小运输业史、产业安全 （通商产业政策 ·与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史学研究）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
＜经济变动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分解：理论和实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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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创业活动的经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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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

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中田 启之 微观经济学理论、金融经济学　
（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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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

析：生产率 ·经济福祉 ·政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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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

山内 勇 创新、研究开发管理、知识产权制度
（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政府研究机关对国家创新

体系的作用）

殷 婷 宏观经济学、家庭经济、中国经济、劳动经济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横山 繁 － －

张 红咏 国际贸易、空间经济学、开发经济学、中国经济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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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East  Asian Product ion Networks and Global 
Imbalances）

田中 鲇梦 国际贸易、文化经济学
（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

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Ⅱ期））

冢田 尚稔 创新的经济分析、产业组织论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组

织间及发明人之间的地理接近性与网络）（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

础设施的研究）（政府研究机关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内野 泰助 金融论（企业金融、银行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
（企业金融 ·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出口与日本经济：如何理解2000年
代的经验）（完善RIET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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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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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　（）表示参与研究

（2013年 4月～ 2014年 3月）

青木 玲子 产业组织论、应用微观理论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适用于创新的标准政策＞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全球化和创新与竞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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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中小企业的活力、环境能源与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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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构筑强韧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后藤 晃
技术革新的经济分析、竞争政策的经济分析。近来，正在从事国家革新

体系、知识产权、产学合作、技术革新与竞争政策的关系等研究。
＜政府研究机关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八田 达夫 公共经济学、价格监管
＜有关电力自由化的国际比较研究＞（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

业结构的变化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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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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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友彦 生产率分析、国际经济学、医疗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中国经济

＜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析：生产率 ·经济福祉 ·政策评价＞（关于全球化
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东亚产业生产率）（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和影响）（日美相对比价体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

结构的变化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对处于复杂化全球化环境的贸易 ·产业政策的分析＞

伊藤 秀史 契约理论、组织经济学 ＜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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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事 直人 世界经济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关于贸易、直接投资与环境、能源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

的综合研究（第Ⅱ期））（现代国际贸易体制的综合研究）

川口 大司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变化中的日本劳动市场——展望与对策＞（劳动市场制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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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Ⅱ期）＞＜现代国际贸易体制

的综合研究＞（关于贸易、直接投资与环境、能源的研究）

橘川 武郎 日本经营史、能源产业论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清田 耕造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日本企业的竞争力：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和影响＞（产业政策的历史评

价）（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产业增长的研究）（东亚产业生产率）

小林 庆一郎
内生经济成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景气周期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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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府债务和通货紧缩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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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赫旭 产业组织论、生产率分析、国际经济学

＜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析：生产率 ·经济福祉 ·政策评价＞（东亚产业生
产率）（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的计算为中心）

（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

马奈木 俊介 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关于大地震后的环境、能源和资源战略的经济分析＞

宮川 努 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企业行动、产业结构分析、亚洲经济动向
＜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的计算为中心＞（东

亚产业生产率）（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日本经济论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企业发展 ·价值创造和企业治理＞

森 知也 城市和地区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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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中岛 隆信 生产率分析 ＜在人口减少中期待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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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在RIETI的研究项目
<>表示主要负责　（）表示参与研究

（2013年 4月～ 2014年 3月）

中村 良平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公共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中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地区：

新产业集群与功能分担＞

西村 和雄 非线形经济动态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为恢复日本经济社会活力的基础研究＞

野村 浩二 资本的测定、生产率分析、国民经济计算体系、能源 ·环境、日本经济 ＜日美相对比价体系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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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村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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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 秀雄 劳动经济学、组织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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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创新与组织激

励机制）（劳动市场制度改革）（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企业发展 ·价值
创造和企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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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全面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目标：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田渊 隆俊 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经济分析＞＜关于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空间

结构的理论与实证＞

户堂 康之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德井 丞次 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日本经济的实证分析 ＜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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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支持度的实证分析＞（关于全球化市场环境

和产业增长的研究）

植杉 威一郎 企业金融、中小企业、日本经济、金融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市场） ＜企业金融 ·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浦田 秀次郎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 ＜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

后 房雄 政治学、行政学、NPO论 ＜有关官民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和第三部门再构建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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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安桥 正人 经济增长论、产业经济、合同与组织 －

安藤 晴彦 创新、3R与清洁技术、模块化、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 －

新井 园枝 － （东亚产业生产率）（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

江藤 学 技术转让、技术管理、标准化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

藤井 敏彦 企业的社会性责任、与产品相关的环境监管、对欧盟的院外活动 －

深野 弘行 － －

福永 佳史
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经济学、东盟经济一体化、东亚经

济一体化
－

福山 光博
全球化研究、东亚地区一体化、比较制度分析、日本型经济模式的发展

史、公共政策的历史与思想
－

桥本 正洋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史、经营学（技术经营学、技术政策史、知财经

营战略）
－

秦 茂则 研究开发评价、创新政策 （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

羽田 由美子 － －

服部 崇 国际关系、环境、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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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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日暮 正毅 － －

细谷 佑二 产业集群与创新、中小企业、地区产业政策 －

石毛 博行 国际经济、产业、中小企业 －

石井 芳明 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革新政策 －

伊藤 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计量经济学 －

加贺 义弘 － －

片冈 隆一 日本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 －

片山 启 －

河岸 俊辅 能源与环境政策、有关气候变化等的国际框架、政策与事业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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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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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下 祐子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传播、经济发展的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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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官民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和第三部门再构建的调查研究）

小林 庸平 公共经济学、都市经济学、非营利部门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构筑强韧的经济

（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儿玉 直美 －

（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给能源需要带来的影响）

（东亚产业生产率）（对日本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国际比较及公共部门的

计算为中心）（各地区 ·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对服务产业的经济
分析：生产率 ·经济福祉 ·政策评价）（日本企业的竞争力：生产率变动的
原因和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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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技术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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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容产品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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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

化
－

松本 加代 通商法、投资协定、国际行政学 －

松永 明 － －

宮﨑 孝史
运用计量、时序分析的方法对金融市场、特别是黄金市场进行实证分

析
－

宗像 直子 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国际贸易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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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 裕彦 －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中野 刚志 －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

中富 道隆 通商法与通商政策、国际经济 （国际投资法的现代课题）（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中泽 则夫 亚洲经济、国际关系论、经济思想、证券分析 －

奈须野 太 劳动经济及劳动法、公司法及企业治理、核电赔偿、知识产权法 －

西垣 淳子 统治机构论、竞争政策、低生育率对策等 （通商产业政策 ·与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课题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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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西立野 修平 国际经济学
（为构筑强韧的经济（resilient economy）的基础性研究）（日本企业的
竞争力：生产率变动的原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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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见 利彦 创新政策、技术管理、产学协作 －

小川 诚 劳动经济学、人才培养、产品制造、其他产业振兴政策

小黒 一正 公共经济学 －

佐分利 应贵 创新政策、社会医学（社会病症的治疗法） 关于搞活社会创新的调查研究（与京都大学的合作研究）

斋藤 旬 作为创新的必要条件伙伴关系的税制 －

坂田 一郎 地域集群论、创新政策、税制改革、地方财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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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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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 重明 亚洲政治、政治史、国际关系 －

Chad STEINBERG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开发经济 －

住田 孝之 创新机制、知财资产经营、能源安全 －

高木 博康 统计 －

高仓 成男 国际知识产权政策、专利实务 －

高村 静 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动、工作生活平衡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竹上 嗣郎 产学连携、医工连携、地域产业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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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亚一体化、企业的社

会性责任、中国政治经济
－

田中 将吾 － －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 －

宇南山 卓 家庭经济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指数理论 （日本经济的课题和经济政策Part3——经济主体间的不对称性）

鹫尾 友春
美国贸易政策、美国政治、美中关系、海外投资、世界贸易、美国企业

经营战略
－

山田 正人 工作生活平衡、知识产权 －

山城 宗久 创新、IT －

八代 尚光 国际贸易、创新、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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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研究员（VF）

藤原 一平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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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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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用药物的瘟疫学

（多样性与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研究）

 访问学者（VS）

Alexandra HARNEY
Chinese Economy, Business, Innovation, Labor and Social Issues; 
Japanese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al Issues; Demographic 
Change in Asia

－

Olena
HAVRYLCHYK 

Banking －

镰田 伊佐生
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企业和贸易以及海外投资、资本及劳动力的

国际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应用微观经济学
－

Urszula
SZCZERBOWICZ 

Macroeconomic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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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主任（PD）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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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院大学特别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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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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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所长 滨口 伸明 地区经济

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长冈 贞男 技术与创新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深尾 京司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大桥 弘 新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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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深尾 光洋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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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略敬称，截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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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院大学特别客座教授、横滨国立大学客座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14年3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 经济产业研究所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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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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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略敬称，截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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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充实研究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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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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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e W. JORGENSON（哈佛大学教授）

橘木俊诏（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教授）

福井俊彦（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理事长）

Richard E. BALDWIN（日内瓦国际研究所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14年3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

研究部总务部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项目主任

高级研究顾问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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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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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管理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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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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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信息公开 ·信息机要主管

后勤主管

财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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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劳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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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研究员

顾问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研究助理

会议及国际事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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