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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览

RIETI：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经济产业省

CRO：首席研究员

SRA：高级研究顾问

PD：研究项目主任

SF：高级研究员

F：研究员

FF：教职研究员

CF：顾问研究员

VF：客座研究员

VS：访问学者

RC：研究调整主任

RAs：研究助理

研究项目主任（PD）

研究项目主任 研究项目

新泻县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区域学研究科教授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若杉 隆平 贸易投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兼）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伊藤 隆敏 国际宏观经济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滨口 伸明 地区经济

东京经济大学经济系教授 长冈 贞男 技术与创新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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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深尾 光洋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武田 晴人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高级研究顾问（SRA）

河合 正弘（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特任教授）

根津 利三郎（前株式会社富士通总研经济学者）

矢野 诚（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吉川 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若杉 隆平（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 

小野 俊彦（经济同友会监事）

小笠原 直（监查法人 Avantia GP 法人代表、公认会计师）

古城 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黑田昌裕（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须田美矢子（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特别顾问）

外部咨询委员会

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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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女子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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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国际问题与开发研究所教授）

吉野 直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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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大臣

研究部总务部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研究部部长
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研究调整主任（负责政策史）

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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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管理主管

定量分析与数据主管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部长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副部长

成果普及策划主管

宣传、编辑主管

网页制作及编辑主管

政策史主管

总务部部长

总务部副部长

统筹 / 信息公开 · 信息机要主管

后勤主管

财务主管

信息系统主管

人事劳动主管

高级研究员、研究员
教职研究员
顾问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研究助理等

项目主任

高级研究顾问

所长

特别顾问 / 顾问 理事长

监事

内部监查室

理事

副所长

会议事务主管

国际事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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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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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成政策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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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部分修改法（2014 年法律第 66 号）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独立行政法人引进了新的目标与评估制度，

废除了迄今为止对独立行政法人进行评估的中央政府各机关的独立行政

法人评估委员会。在新制度中，为了让 PDCA 四步骤（PLAN（计划）、DO

（实施）、CHECK（评估）、ACTION（改善））充分发挥作用，从独立行政

法人的目标制定到业务改善，全部环节均由主管大臣负责，同时，由总务

省设立的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作为政府唯一的第 3 方机构，对

主管大臣的目标设定及评估进行检查。

　　为保证 RIETI 的评估具有实效性，还经常听取外部有识之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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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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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简称 RIETI）作为从事政策

研究并提供建议的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1 年 4 月。从成立

之初至今，一直进行基于证据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并利用霞

关的地理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政府决策部门、学术研究界及

产业界合作的互动效应，提供与经济、产业及社会相关的各种政

策建议，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RIETI 根据政策需求设定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鼓励研究人

员在总体框架之中开展自由研究，同时将不同的研究有机地结合

起来，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积极吸收有识之士和相关人员的真知灼

见，充分发挥研究的互动效果，以活跃的政策提案促进政策讨论

和决策工作。为了让以上述多种方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效普及并

作为政策建议，研究所积极利用网站、宣传杂志、出版物等多种

方法进行宣传。并且，为了实现灵活的跨学科研究体制，除了专

职研究员，还聘任了大学教授兼职的教职研究员、隶属于行政机

关但同时参加研究活动的顾问研究员等多种形式的研究员。

　　2015 年度是第 3 期中期目标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RIETI

总结了第 3 期的成果并出版了书籍，举办了研讨会，以多种方式

公布了研究成果。为了在应对时刻变化的国际动向的同时，构建

充满活力而日臻成熟的日本社会，需要超越迄今的框架开展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政策。今后，在政策形成过程中，

RIETI 将继续向政府决策部门高效且富有成果地提供理论依据及

知识网络，并以为强化政策形成能力、提高政策质量以及活跃政

策讨论做贡献为使命，开展各种活动。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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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的日本经济虽然处于日元贬值、量化宽松和石油价格下跌等有利环境，但增长仍然持

续低迷。在少子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短缺局面下，工资上升缓慢，再加上世界经济萧条，使消费、投资

和外需都停滞不前。

　　而且日本先于其他发达国家陷入了共同的长期停滞。鉴于以上这些情况，要想搞活日本经济，不

仅需要短期的经济对策，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劳动方式改革和注重第4次产业革命的结构改革。

　　RIETI在2015年度发表了许多关于经济金融、社会保障、人力资本、能源与环境以及通商政策等

各领域的研究论文，并开展了广范的研究活动。另外，以总结过去5年研究成果的研讨会为中心，与

OECD、德国IZA共同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及研究会。

　　同时，RIETI还继续努力与海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合作，完善与研究领域相关的经济产业及生活

的数据库。在2015年度，继续更新并扩大了生产率（JIP、CIP）及汇率（世界18个国家各产业的名

义实际有效汇率）等相关的数据库。

　　RIETI从2016年度开始进入新4年中期目标期间，我们将继续为制定经济产业政策开展理论和

实证性研究，并基于证据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我们还通过研讨会及研究会来实时公布研究成果。敬请

大家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和鞭策我们的工作。

2016年5月　理事长　中岛　厚志

　　我是藤田昌久前所长的后任，新任所长矢野诚。

　　自雷曼危机发生后已经过去将近8年，但时至今日世界经济的走向仍然迷离曲折，而且日本也面

临着少子老龄化、收入差距和贫困等严重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为了使经济走上新的增长轨道，或许

需要大跨度的思路转变。

　　日本不能拘泥于原有的思考方式，需要以新的视觉看准新产业的未来走向，不断推进创新。为此，

正如藤田前所长所强调的，需要开创一个在多样化的知识创造活动中，每个日本人都可以作为主角参

与的环境。而且，要想增加知识创造活动中的集聚效应，在发挥个人独创性的同时，通过拥有不同知识

和能力的多种多样的人们之间展开交流所产生的知识外部性及协同效应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经济产业研究所迄今作为研究经济产业政策的"日本Intellectual Headquarters"，通过邀请全

世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与政策相关者及有识之士开展广泛而活跃的交流，提出了基于高学

术水平的研究和崭新构思的政策建议。我们将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为把本研究所进一步发展为国际性

政策研究基地而竭尽绵薄之力。敬请各位给予指导和鞭策。

 2016年5月　所长　矢野　诚

领导致辞



应在研究中得到反映的经济产业政策的3个重要视点

1）把世界的经济增长纳入视野

2）开拓新的增长领域

3）根据社会变化，创建支撑持续性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

2 研究论文

我们公开了 288 篇研究论文（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

（PDP）、学术论文（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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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篇/

英文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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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篇/英文1篇）。论文原则上是经过内部评审程序后公布的。

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和数据解释等学术性浓厚的文章称为TP（学

术论文）（英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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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期计划中，始终牢记政府要求的下述“应反映到研究

中的经济产业政策的 3 个重要的视点”，设定了覆盖贸易政策、

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等广泛政策领域的9个研究项目。由各研究

领域的带头人担任项目主任，在其下配置了多个由研究员负责的

单个研究课题，通过启动课题时的集思广益研习会和中期报告会

等机会，努力将各研究课题的研究计划和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

2015年度除继续实施自2014年度开始的37个课题外，还新

启动了42个课题（参见P9研究活动）。

1 研究活动

特集

2015年度活动概要

2011年度至2015年度的5年为RIETI第3个中期

计划期。RIETI在第3个中期计划中的主要使命是从

理论上支持为使日本经济踏上增长轨道并稳固增长而

进行的总体规划（GrandDesign）。为了完成这一使

命，我们采取了设置9个研究项目及在其下配置多个

研究课题的研究体制。

2015年度作为第3期中期计划的最终年度，我们在

力求深化迄今为止的研究的同时，着眼于国内外经济

的发展，在通商政策、产业政策及经济政策等广泛的政

策领域活跃地开展了研究及信息发布。

下面我们介绍2015年度RIETI的研究和信息发布活

动。（※文中的职务为当时的情况）

2015

研究项目2015年度 研究项目主任
下属的
研究课题数

I 贸易投资项目 若杉 隆平 FF 10

II 国际宏观经济项目 伊藤 隆敏  FF 5

III 地区经济项目 滨口 伸明 FF 9

IV 技术与创新项目 长冈 贞男FF 10

V 提高产业与企业的生产率项目 深尾 京司 FF 7

VI 新产业政策项目 大桥 弘 FF 12

VII 人力资本项目 鹤 光太郎 FF 8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项目 深尾 光洋 FF 7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项目 武田 晴人 FF 4

SP 特定研究（不隶属于研究项目） 7

研究课题总数 79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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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相互转载的文章达到 39 篇）。进而于

2015 年 5 月，与德国的 IZ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共同举办了工作研讨会，并在11月缔结了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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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 E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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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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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5日
IZA/RIETI研习会
Changing Demographics and the Labor Market

VoxEU.org刊登的野村 浩二教职研究员的专栏

1 研讨会、研习会、讲座

2015年度RIETI举办了29场研讨会、研习会、讲座（BBL讲座

除外），劳动市场、创新、地方创生、财政问题、人工智能、空间

经济学等作为主题。

利用午休时间举办的BBL讲座更多达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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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3 研讨会、研习会、讲

座）。

OECD-RIETI特别会议

亚洲的绿色增长 （2015年5月15日）

RIETI与OECD共同举办了关于亚洲的绿色增长政策及制度设

计的特别研讨会。OECD玉木林太郎副秘书长进行了基调演讲，

他提出应完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环境、强化能源征税、并要

求中央政府各机关联手行动，推进暖化对策。来自RIETI的马奈

木俊介教职研究员对亚洲的环保政策、大桥弘研究项目主任、教

职研究员对日本引进再生能源的未来展望进行了探讨。在讨论会

上，还进一步对日本绿色增长的方向及与产业界合作展开绿色化

行动进行了深入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51501/info.html

2 信息发布活动

RIETI-IZA政策研讨会

推动老年人就业的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2015年5月26日）

在老龄人口增加的同时，社会保障负担的增加也引起了担忧，推

动老年人的就业成为了政策课题。但是在此同时还出现了在推动

老年人就业时，是否会剥夺年轻人等其他群体的就业，产生副作

用呢？这样的担忧。在概括抑制副作用的同时，如何推动老年人

的就业在众多的发达国家称为共同的课题。本研讨会和有关劳动

经济学的世界级研究机关德国IZA一起，使用欧美和日本的研究

成果，对期望的应对政策展开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52601/info.html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 03



RIETI政策研讨会

正式员工改革与多样化工作方式的实现 （2015年7月2日）

在老龄化社会迅速进展、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东日本大地震后百

废待兴的局面里，日本要想维持并强化经济活力，提高增长力，

关 键 在 于 有 效 利 用 人 力 资 源 。本 研 讨 会 概 括 总 结 了 实 现

RIETI“劳动市场制度改革”研究项目成果的规制改革会议一直提

倡的“正式员工改革”的意义，并从多方面视角对剩下的课题展

开了提示与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70201/info.html

RIETI-NISTEP政策研讨会

以开放创新实现日本经济再生的路线 （2015年8月21日）

本研讨会对加速开放创新潮流、带来日本经济增长的民间企业的

活动及其政策性含义进行了讨论，基调演讲根据第5期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指出了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推进政策。之后，以美国的

经验及先进技术事例为基础，阐述了对开放创新的见解。在嘉宾

讨论上，针对产学合作的日美比较、国家的作用等进行了活跃的

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82101/info.html

大分市•RIETI经济研讨会

地方创生与经济增长：什么是有效的政策？（2015年10月26日）
RIETI和大分市共同举办了经济研讨会，对地方创生与经济增长

的有效政策展开了深入讨论。藤田REITI所长在基调演讲中从空

间经济学的视点，提出把日本发展为对世界开放的多样化“闪光

地域”联合体，建设成“创新之地”。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参加讨

论者指出，重要的是有效利用大分市对多样化的传统包容力，在

与周边地区合作的同时，把多样化中产生的新想法新刺激运用在

经济政策与创造地域魅力上。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102601/info.html

RIETI政策研讨会

让日本经济走向新的增长轨道：基于证据的基本设计

 （2016年2月18日）

在第 3 期中期目标期间即将结束之际，RIETI 举办了政策研讨

会。首先由藤田昌久RIETI所长进行了基调演讲，他指出，为了

恢复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吸取世界的多样性来促进创新的产业

政策非常重要。继而由8位研究项目主任与助手们，根据在第3

期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对日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课题及建立以创

新为目标的社会制度等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21801/info.html

RIETI政策研讨会

企业间网络研究的最前线——超越地理障碍的“连接力”

 （2016年3月8日）

近年，利用企业间网络的大规模微观数据来解读企业活动的研究

非常活跃，在本研讨会上，国际贸易及空间经济领域的先锋研究

者们从理论、实证两方面报告了最先进的研究成果。在嘉宾讨论

时，对于消除企业间构建网络的地理性障碍问题，以集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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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线等交通基建为中心，讨论了政策对企业业绩、创新、雇用、

经济厚生等产生的影响。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30801/info.html

日本学术会议-RIETI研讨会

多样化经营与工作生活平衡 （2016年3月22日）

在少子老龄化的急速进展中，推动以女性活跃为中心的多样化经

营与工作生活平衡是维持可持续经济增长必不可缺的战略之一。

本研讨会在验证推动女性活跃对企业经营及社会会产生什么影

响的同时，对改变日本劳动方式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在第1部

中，由5位发言人介绍了对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分析。第2部则

由经济产业省的政策负责人、企业代表及研究人员等从企业、个

人、社会的各自立场对推动工作生活平衡展开了深入讨论。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32201/info.html

重点课题讨论会

自2012年度起新启动的讨论会系列，目的在于即时对外发布有

关社会高度关心的政策课题的研究成果和深化讨论。由RIETI的

中岛理事长担任主持，2015年度共召开了3次会议。

第12次　2015年6月19日
通过技术革新、新陈代谢、全球化搞活日本经济
―经济学家奖获奖者座谈

第13次　2015年9月28日
AI与经济社会的未来

左：

右：

辻井 润一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人工智能中心主任）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

第14次　2016年3月25日
日本经济的路线—圆城寺奖/ 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
获奖者谈对日本劳动市场和直接投资

左：川口 大司 （FF） / 右：清田 耕造 （RAs）

左：后藤 康雄 （SF） / 右：富浦 英一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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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版物

2015年度作为RIETI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5册书籍（参

见P68出版物一览）。

BBL论坛（BrownBagLunch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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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涉及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及风险企业、贸

易政策、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女性走进社会、关于产业4.0、

世界经济、金融、地方创生、能源与环境等各个领域（参见P83 

BBL论坛）。

2015年6月25日
植杉 威一郎　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失去的20年”之后中小企业的筹资环境

2015年10月9日
增田 宽也　野村综合研究所顾问，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地方创生需要什么？

2016年2月10日  
矢野 和男　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研究开发部总工程师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商务与经济

2016年2月29日
Catherine L. MANN　Chief Economist, OECD

Stronger Growth Remains Elusive: 
Urgent policy response is needed

不断扩大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

清田 耕造（RAs）著

新新贸易理论是什么
―企业的异质性与21世纪的国际经济

田中 鲇梦（RAs）著

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政策史

橘川 武郎（FF）、
武田 晴人（PD、FF）著

藤田 昌久（所长、CRO）编

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

日本农业战胜世界

山下 一仁（SF）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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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传杂志《RIETIHighlight》

以季刊形式发行了介绍 RIETI 主要活动的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并于2016年初发行了专刊（英文版）。 每期将时事

性主题作为《特集》进行介绍，在2015年度的各季刊上刊登了

直接投资、雇用与劳动的多样化、人工智能、地方创生与经济增

长等方面的文章。此外，在专刊中还介绍了RIETI2015年度的

活动、尤其是代表性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以及有国内外著名研

究者登台演讲的研讨会和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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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各种宣传资料）。

4 网站

在RIETI的网站由日文、英文和中文3国语言构成，依次刊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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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视点”等RIETI活动的最新信息。

为使用智能手机等便携式信息终端机设计了崭新的网站。

2015年度作为读者关注度较高的主题，涉及了女性走进社会、

社会保障、少子老龄化、TPP、人工智能、中国经济等相关内容。

为了应对信息发布工具多样化，积极发布研究成果，我们利用

Facebook播放信息，按照指定的各项政策分类向读者以电邮信

件形式发送最新信息（最新信息发送服务）等，为读者提供实时

信息服务（参见P71网站）。

季刊

专刊（英文）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

英文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n.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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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プログラム

研究活動

貿易投資

国際マクロ

地域経済

技術とイノベーション

産業·企業生産性向上

新しい産業政策

人的資本 

社会保障·税財政

政策史·政策評価

特定研究

VIII.

IX.

SP.

VII.

VI.

V.

IV.

III.

II.

I.

独立行政法人 経済産業研究所 年次報告書 2015/4-2016/300

RIETI 第 4 期研究体制
（2016 年度～ 2019 年度）

RIETI 根据“探讨经济产业政策时的中长期结构性论点和政策的方向性”

（2015 年 4 月、产业结构审议会），以下述 3 个经济产业政策的“中长期视

点”为基础，推动研究活动。

以提高研究质量为目标，设立国内外专家及政策当局人员交换意见的场所
（集思广益工作研习会、DP、PDP 讨论会）。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项目 贸易投资项目 地区经济项目

创新项目 产业前沿项目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项目

人力资本项目 法律与经济项目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项目

3 个经济产业政策的中长期视点

研究项目

研究流程

在世界经济中培养
日本经济的强项

成为创造革新的
国家

超越人口
减少问题

1 2 3

集思广益工作研习会

（BSWS）
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PDP）讨论会

大型研讨会、讨论会

发表 DP、PDP、出版物

（深化研究）（研究项目立项） （普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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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研究活动

贸易投资

国际宏观经济

地区经济

技术与创新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新产业政策

人力资本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特定研究

VIII

IX

SP

VII

VI

V

IV

III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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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1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及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策形成的研究 若杉 隆平 FF 12
I-2 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户堂 康之 FF 12
I-3 关于企业国际与国内网络的研究 户堂 康之 FF 12
I-4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期） 川濑 刚志 FF 13
I-5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 川濑 刚志 FF 14
I-6 关于贸易、直接投资与环境、能源的研究 神事 直人 FF 14
I-7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构分析——政策间对立、事实上合意及非政府主体相关关系的研究 间宫 勇 FF / 米谷 三以 CF 14
I-8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分析 富浦 英一 FF 15
I-9 关于FTA的研究 浦田 秀次郎 FF 15
I-10 贸易费用的分析 石川 城太 FF 15

研究项目　II　　国际宏观经济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I-1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Ⅰ) Willem THORBECKE, SF 17
II-2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Ⅱ) Willem THORBECKE, SF 17
II-3 汇率和国际货币 小川 英治 FF 18
II-4 国际资产投资与世界经济动向的中长期关联 植田 健一 FF 18
II-5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微观、宏观、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 小林 庆一郎 FF 18

研究项目　III　　地区经济
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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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II-2 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与地域经济 滨口 伸明 FF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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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城市系统中贸易与劳动市场的空间经济分析 田渊 隆俊 FF 21
III-5 在经济全球化中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 中村 良平 FF 21
III-6 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进化与对地方创生的应用 中村 良平 FF 21
III-7 关于地区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森 知也 FF 22
III-8 组织间经济活动中的地理空间网络及波及效果 齐藤 有希子 SF 22
III-9 期待地区金融为地方创生发挥作用—让金融为提高地区经济的就业质量做贡献 家森 信善 FF 23

研究项目　IV　　技术与创新
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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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V-2 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 长冈 贞男 FF 24
IV-3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 青木 玲子 FF 24
IV-4 政府研究机关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后藤 晃 FF 25
IV-5 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伊藤 秀史 FF 25
IV-6 医疗政策与创新 饭冢 敏晃 FF 26
IV-7 有关对日本制造业中技术知识的把握和技术流失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 渡部 俊也 FF 26
IV-8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26
IV-9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 山内 勇 F 26
IV-10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从文理结合的视点来看 中马 宏之 FF 27

研究项目　V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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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权 赫旭 FF 28
V-2 无形资产投资与生产率—与包含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投资的关联性及对投资分配的探讨 宫川 努 FF 28
V-3 各地域、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地方创生的基础数据 德井 丞次 FF 29
V-4 关于医疗、教育质量的测算及其决定性因素的分析 亁 友彦 FF 29
V-5 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 细野 薰 FF 29
V-6 对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的分解：以服务产业为中心 小西 叶子 SF 29
V-7 生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价 野村 浩二 FF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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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VI-1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Ⅰ） 大桥 弘 FF 33
VI-2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Ⅱ） 大桥 弘 FF 33
V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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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VI-4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马奈木 俊介 FF 34
VI-5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Ⅰ） 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34
VI-6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Ⅱ） 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34
VI-7 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青山 秀明 FF 34
VI-8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吉川 洋 FF / 宇南山 卓 FF 35
VI-9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植杉 威一郎 FF 35
VI-10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业与农政改革 山下 一仁 SF 36
VI-11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研究 田中 诚  FF 36
VI-12 IoT带来的生产率革命 岩本 晃一 SF 36

研究项目　VII　　人力资本

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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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VII-2 变化中的日本劳动市场—展望与对策 川口 大司 FF 38
VII-3 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向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 川口 大司 FF 39
VII-4 从人力资本的观点对心理健康展开的研究2 关泽 洋一 SF 39
VII-5 利用企业与职工匹配跟踪数据展开劳动市场研究 山本 勋 FF 39
VII-6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研究 樋口 美雄 FF / 儿玉 直美 CF 40
V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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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VII-8 为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40

研究项目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VIII-1 重建财政政策的成本与福利 深尾 光洋 FF 42
VIII-2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Ⅰ） 市村 英彦 FF / 清水谷 瑜 CF 42
VIII-3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Ⅱ） 市村 英彦 FF / 清水谷 瑜 CF 43
VIII-4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田 大悟 RAs 43
VIII-5 关于法人税最终负担的理论与实证性分析 土居 丈朗 FF 43
VIII-6 在老龄化等结构变化进展中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应有方式 藤原 一平 FF 43
VIII-7 关于低生育率及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及其所处的社会中的经济分析 殷 婷 F 44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X-1 从国际视点考察经济产业政策史 武田 晴人 FF 45
IX-2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橘川 武郎 FF 45
IX-3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冈崎 哲二 FF 46
IX-4 围绕京都议定书的政治过程的把握与分析 牧原 出 FF 46

Special Projects　SP　  特定研究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SP-1 企业治理分析的前沿：冒风险与企业治理 宫岛 英昭 FF 47
SP-2 完善RIETI数据 五十里 宽 SF 47
S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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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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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P-5 关于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耐力与维持活力的实证研究 泽田 康幸 FF 48
SP-6 老龄化社会对移民态度的调查研究 中田 启之 SF 49
SP-7 关于创业活动的经济分析 松田 尚子 F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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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应注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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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网络是

怎样形成的，是怎样给经济带来影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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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Dissolve the Keiretsu, or Di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sintermediation in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supply networks （Petr 

MATOUS and TODO Yasuyuki） （DP 15-E-039）

▶Economic and Polit ical Networks and Firm 

Opennes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SHIMAMOTO 

Daichi and TODO Yasuyuki） （DP 15-E-084）

▶Can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Borrow More 

Than Those Without?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for Indonesia （FU Jiangtao, SHIMAMOTO Daichi and 

TODO Yasuyuki） （DP 15-E-087）

关于企业国际与国内网络的研究
课题主任：户堂 康之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对供应链及资本所有等企业间网

络、企业与政治之间的网络如何形成、怎样对经济产生影响

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对（1）经济冲击通过国内供应链网络的

 I-2

 I-3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及投资的影响及

关于日本贸易政策形成的研究

课题主任：若杉 隆平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日本和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相关的2个课题进

行实证研究。第1是分析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

及投资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对

日本企业的影响、地方政府的产业技术政策和选址政策对产

业集群产生的影响、国有企业政策的变化对中国企业和贸易

产生的影响、中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日本企业活动产生的影

响、中国的竞争政策对中国市场中产品差异化和利润等企业

的竞争战略产生的影响、以中国市场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中日

本企业 GVCs 的扩大对劳动市场和就业产生的影响进行分

析。通过这些分析，抽出并整理中国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化不

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日本经济和企业也产生的影响，提出

日本的政策形成时所需的内容和留意点。 

第2是实证分析日本民众对接受外国劳动者政策的意向。把

RIETI实施的以全国大约1万人为对象的“关于贸易政策意

向的问卷调查”作为基础数据，把关于贸易政策的意向纳入

比较考量，分析对接受外国劳动者政策的选择及个人特性等

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弄清与人力资源国际间移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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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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介绍

研究项目

I 贸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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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吉纯） （DP 16-J-011）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s in the TPP 

Negotiation: Is it a win-win for Vietnam? （LE Thi 

Anh Nguyet） （DP 15-E-092）

▶Discriminatory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Internat 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AMADA Dai） （DP 15-E-125）

▶How Does UNESCO's Conven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Affect Trade in Cultural Goods? （JINJI 

Naoto and TANAKA Ayumu） （DP 15-E-126）

▶ Identifying Competition Neutrality of SOEs in 

China （WATANABE Mariko） （DP 15-E-134）

政策论文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⑩】EC—禁止进口

和销售海豹产品的措施（DS400，401）—WTO协定对

保护动物贸易限制的的规定（伊藤 一赖） （PDP 15-P-

005）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⑪】菲律宾—对蒸

馏酒征税（DS396，403）—发展中国家的酒税制度与

本国民待遇原则（石川 义道） （PDP 15-P-007）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⑫】加拿大—关于

创造可再生能源部门的措施（DS412）/关于加拿大固定价

格收购制度的措施（DS426）—政府参与国营企业及市

场创建的启示（川濑 刚志） （PDP 15-P-008）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⑬】中国—关于电

子结算服务的措施（DS413）—GATS规范结构的不完

整性（国松 麻季） （PDP 15-P-009）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⑭】泰国—香烟关

税及国内税案件（菲律宾） （DS371）—GATT规定对减

少进口产品竞争机会的国内限制更趋严格（小场濑 琢磨） 

（PDP 15-P-013）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⑮】印度—以禽流

感为由禁止进口特定农产品——基于地区主义的实施卫生

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石川 义道） （PDP 16-P-002）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⑯】中国—对稀土

等出口的措施（DS431、DS432、DS433）—关于出口

限制规定的解释（川岛 富士雄） （PDP 16-P-003）

传播、（2）企业供应链及资本所有等国内与国际网络的动态

与企业业绩的关系、（3）中等收入国家企业与政治的网络和

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这些分析，对可以为重振日本经济、并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增

长做出贡献的企业网络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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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澳大利亚的竞争中立性规则——对TPP国有企业规则谈判

的启示（川岛 富士雄） （DP 15-J-026）

▶ 可再生能源补贴与抵消关税的经济分析—以中美太阳能

电池贸易纠纷事例为中心（蓬田 守弘） （DP 15-J-033）

▶ 中国利用反垄断法的动向——关于“敲打外企”和“产业政

策工具”的批评（川岛 富士雄） （DP 15-J-042）

▶ 竞争法对资源国有企业的限制：盖茨普罗姆事件（武田 邦

宣） （DP 15-J-058）

▶ 各国对外国国有企业和政府基金资金的监管——如何兼顾

开放性和安全保障（伊藤 一赖） （DP 15-J-059）

▶ 针对国有企业的国际规则——公平竞争型规则的进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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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出口在内的耐久消费商品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国际贸易与私人商业标准—在WTO•SPS委员会上的

讨论与WTO外的应对（内记 香子） （DP 15-J-046）

▶环保相关产品的关税抵消—对WTO规则的政策性提示

（蓬田 守弘） （DP 15-J-056）

▶外国直接投资的环保行为带来的溢出效果—使用越南制

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神事 直人、鹤见 哲也） （DP 15-J-

057）

▶Consumer Valuation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vestments: The case of Vietnam's air conditioner 

market （MATSUMOTO Shigeru and OMATA 

Yukiko） （DP 15-E-063）

▶The Role of the Precautionary and Polluter Pays 

Principles in Assessing Compensation （ISHIKAWA 

Tomoko） （DP 15-E-107）

▶Does Exporting Improve Firms' CO2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Energy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JINJI Naoto and 

SAKAMOTO Hiroaki） （DP 15-E-130）

▶Demand for Secondhand Goods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analysis 

using the field experimental data of Vietnamese 

consumers （HIGASHIDA Keisaku and Nguyen 

Ngoc MAI） （DP 15-E-135）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构分析―政策间对

立、事实上合意及非政府主体相关关系的研究

课题主任：间宫 勇 FF

课题副主任：米谷 三以 CF

 

课题概要

眼下，在贸易及投资保护等个别领域里得到发展的国际规则

对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等不同政策领域的政府措施也起到

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以及国际法与国际法

之间，规范的冲突令人担忧。并且，不管是对象事项（目的）

 I-7

METI-RIETI国际研讨会

“围绕反倾销措施的最新世界动向：概观巴西和日本的现状”

（2015/11/4）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
课题主任：川濑 刚志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国际经济法中的竞争中立性问题进行分析。

TPP谈判刚达成协议，在TTIP谈判中对国有企业（SOE）制

定的规则尚未完成，现有贸易、投资、竞争各领域的法律框架

规则，依然接受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在上期研究

课题的2年间，提出了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中

心的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围绕优惠国企政策的 WTO 争

端、加入WTO协议书特例失效后对非市场经济主体中国的

倾销采取反制措施的争论、以及在日本国内公正交易委员会

关于以支援日本航空公司（JAL）为首的政府支援企业再生

及其竞争不公平性的讨论等，围绕更广范围的“政府干预导

致不公平竞争”议题出现了重要的进展。对刚达成协议的

TPP国企章节的分析与评价也是一个残留课题。本研究根据

上述情况，继续对政府干预对贸易投资确保中立的现有规则

的适用、制定新规则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另外，本研究课题还将继续对上期的WTO判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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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意识的国际比较与标准、标识分析；（4）包括二手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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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费用的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课题概要

贸易自由化不管是WTO里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还是FTA里

的地域性贸易自由化，基本都以消减“贸易成本”为目标。不

过，笼统含义上的贸易成本，其中包括运输费、关税、非关税

壁垒等直接或间接的各种费用。贸易成本与流通也有着密切

的关系，但是价值链、供应链的全球扩展，再加上服务经济化

的深化及交通网和信息通讯等技术革新的发展等，有可能并

不把流通作为费用，而是作为“产生价值的商品”来看。因

此，对贸易成本做出同样的分析是不可能的。比如，如果着眼

于运输费，那么首先就有必要把运输费模型化，然后根据它

来进行分析。另外，贸易成本不单与促进贸易有关。在经济全

球化发展迅速的今天，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增长政策、环境

政策、资本监管等经济政策都和贸易成本紧密相关。例如，国

内的经济政策，如果贸易成本高，或许就应视其为地域性政

策。但如果贸易成本较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就可

以成为全球化政策。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经济中，在分析讨论

各种经济政策时，对贸易成本的分析是必不可缺的。本研究

课题通过从各种观点分析贸易成本，加深考察贸易自由化，

同时对贸易成本给经济政策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研究，以期

对日本今后的政策讨论和制定政策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Backfiring with Backhaul Problems: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transport costs 

（ISHIKAWA Jota and TARUI Nori） （DP 16-E-006）

属于贸易投资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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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全球化经济中的企业与贸易政策（若杉 隆平） （PDP 15-P-

018）

 I-10
还是参济法整体、以及全球企业治加主体，及其约束力和执

行手段都变得非常多样化。本课题的目的在于对由这些国际

经济法发展起来的国际经理进行分析，分别对各个政策领域

进行研究。这种分析可以提供捕捉国际经济法整体的视点，

成为分析多哈发展进程和后京都协议书谈判停滞等的原因，

分析WTO协定及投资协定等先例的基础。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富浦 英一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下述两项内容进行分析。

（1）以日本制造业的中坚企业和大企业为对象实施独自调

查，收集拥有半数以上投票权的合并结算子公司的信息，从

实际企业治理的角度，掌握在国内外同步开展业务的总体企

业活动，正确测算向全球发展的企业业绩。

（2）全球化对日本国内交易网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交易

网络的变化对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生产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日本制造业是否像美国一样出现了服务化？对于这些

问题，本研究使用企业层面的大规模数据加以验证。

关于FTA的研究
课题主任：浦田 秀次郎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总结正在扩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分

析FTA对日本及主要国家经济的影响，并提供日本政府在构

建FTA政策和实施时的有益信息。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

进行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在事前分析中，对于在FTA生效

之前，通过使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模拟，弄清根据FTA削减

关税等政策变化的影响。在事后分析中，使用FTA生效后实

际观察的统计，分析按照FTA削减关税等带来的经济效果。 

除了上述定量分析外，还对重构世界贸易制度时FTA的作用

进行定性分析。

 I-8

 I-9



Ⅰ 

贸
易
投
资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16

国际经济讲座

“Do Place-Based Policies Work?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2015/7/29）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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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企业业绩：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佐藤 仁志、张 红咏、若杉 隆平） （DP 15-J-015）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Chinese 

Workers, 1992-2012 （ZHANG Hongyong） （DP 15-E-

045）

▶Offshoring,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FURUSAWA Taiji, ITO Keiko, INUI 

Tomohiko and Heiwai TANG） （DP 15-E-122）

▶Effect of Foreign Affiliates on Exporting and Markups 

（ZHANG Hongyong and ZHU Lianming） （DP 15-E-127）

课题名：对处于复杂化全球化环境的贸易与产业政策的

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工作论文
▶Trade Liberalisation,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and 

Market Size （Rikard FORSLID, OKUBO Toshihiro and 

Mark SANCTUARY） （DP 15-E-041）

▶Parallel Imports and Repair Services （ISHIKAWA Jota, 

MORITA Hodaka and MUKUNOKI Hiroshi） （DP 15-E-

060）

▶Trade-offs in Compensating Transfers for a Multiple-

sk i l l  Model  of  Occupat iona l  Choice （ICHIDA 

Toshihiro） （DP 15-E-083）

课题名：关于FTA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课题主任：浦田 秀次郎FF

工作论文
▶ Impacts of FTAs and BITs on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URATA Shujiro） （DP 15-E-066）

▶ Impacts of Japan's FTAs on Trade: The cases of FTAs 

with Malaysia, Thailand, and Indonesia （ANDO Mitsuyo 

and URATA Shujiro） （DP 15-E-104）

▶Estimating the Impacts of FTA on Foreign Trade: An 

analysis of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trade margins for 

the Japan-Mexico FTA （KUNO Arata, URATA Shujiro 

and YOKOTA Kazuhiko） （DP 16-E-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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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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Understanding Japan’s Capital Goods Exports 

（THORBECKE, Willem） （DP 15-E-044）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II）
课题主任：Willem THORBECKE, SF

 

课题概要

以东亚为中心出现了复杂的价值链。本课题主要对日本、中

国、韩国、东盟、美国及其它国家在生产网络内做出的贡献进

行调查。

在进行研究时，具体问题如下：（1）日本的出口结构在时间

变化的同时呈现了什么样的发展，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

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汇率的变化、世界其它地域的

经济活动、政治考量以及其它原因对亚洲各国及其它国家的

出口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3）中国经济的停滞对亚洲各国

及其它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4）日本从其它产业经济

政策中学到了什么？（5）东亚及东南亚各国在什么程度上作

为盟友在生产网络中合作，又在什么程度上作为竞争对手在

第三市场上出口相似产品？（6）来自日本、韩国、台湾、中

国、东盟的出口得到了怎样的提高？这些国家生产出了多少

接近最先进技术的产品，如何对提高比较优势做出了贡献？

（7）在日本、亚洲及其它国家，什么样的政策促进了增长与

稳定？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Exports 

（THORBECKE, Willem） （DP 15-E-131）

 II-2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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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

研究项目主任

伊藤 隆敏

在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的情况下，需要思考日本经济

如何借助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如何在亚洲实现均衡

的、可持续性增长。本研究项目将探讨亚洲地区的货币

篮子的作用等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并从宏观经济和企

业层面的视点，对汇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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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II 国际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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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和国际货币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公开了AMU（亚洲货币单位）、AMU偏差指标及

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9个国家的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数据，

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的目的在于，在“汇率与国

际货币”这一比较宏观的课题之下，从多种多样的视点，通过

对上述数据库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对日本和

亚洲的生产结构及经常项目收支动向的变化、美国金融政策

的变化对亚洲货币的波及效果及亚洲应有的汇率政策等今后

的课题，从多方面提出政策意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the Renminbi: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 （DP 16-E-033）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Production Chains: 

Application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Huong Le Thu 

HOANG and SATO Kiyotaka） （DP 16-E-034）

▶ Inertia of the U.S. Dollar as a Key Currency through 

the Two Crises （OGAWA Eiji and MUTO Makoto） 

（DP 16-E-038）

▶ Impacts of Oil Shocks on Exchange Rate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 multi-country analysis 

（IWAISAKO Tokuo and NAKATA Hayato） （DP 16-E-039）

RIETI-IWEP-CESSA共同工作研讨会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2015/12/14）

 II-3
相关网页

▶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偏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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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各产业的名义实际有效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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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资产投资与世界经济动向的中长期关联
课题主任：植田 健一 FF

 

课题概要

很多研究都指出，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序章的2000年代

欧美资产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是世界性的资金剩余，特别是

以日本、中国为首的东亚各国对欧美债务的投资超出了必要。

但与此同时，以东亚各国的贸易盈余为资金源进入欧美的国

际投资，从理论来说在什么程度上属于“超出必要”或“有

害”？围绕这一点争论不断。本研究从中长期的观点，对各国

（主要是东亚和欧美）的国际资产投资及其金额的动向，从理

论和实证两方面，弄清它的有用性或有害性，以期得出有必

要限制国际资本交易等的新观点。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微观、宏观、政治思想的研究

方法
课题主任：小林 庆一郎 FF

 

课题概要

对提高日本经济增长的增长战略（安倍经济学的第 3 支箭）

相关的各个课题，从微观、宏观、政治思想各方面进行综合研

究。 

在微观层面，根据企业治理方式对生产率产生影响的假说，

通过改革投资家与企业家的关系，实现有效的股权治理

（equity governance）。 

在宏观层面，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的方法对欧美迅速盛行的长

期停滞理论（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进行分析，

探索日本及欧美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未来的路线。 

在政治思想层面，从政治学的框架来考察超越世代的时间坐

标上的政治决策。

 II-4

 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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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Persistent Demand Shortage Due to Household 

Debt （KOBAYASHI Keiichiro） （DP 16-E-012）

属于国际宏观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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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从国际宏观思考日本经济课题（伊藤 隆敏、清水 顺子） （PDP 

15-P-019）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Global Data” （2015/4/21）

上述之外的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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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与贸易结算货币选择：2014年度日本

企业海外当地法人问卷调查结果概要（伊藤 隆敏、鲤渊 贤、佐

藤 清隆、清水 顺子） （DP 15-J-054）

▶日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与贸易结算货币选择《2013年度关于

日本企业的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问卷调查》结果概要（伊藤 隆

敏、鲤渊 贤、佐藤 清隆、清水 顺子） （DP 16-J-035）

▶Choice of Invoice Currency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Sales Networks: The case of Japanese overseas 

subsidiaries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 （DP 15-E-080）

▶Asymmetr ic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Japanese Exports: Application of the threshold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Thi-Ngoc Anh NGUYEN and 

SATO Kiyotaka） （DP 15-E-098）

▶Choice of Invoice Currency in Japanese Trade: 

Industry and commodity level analysis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 （DP 16-E-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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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KAWASAKI Kentaro and 

WANG Zhiqian） （DP 15-E-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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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Matthew A. 

COLE, Robert J R ELLIOTT, OKUBO Toshihiro and 

Eric STROBL） （DP 15-E-097）

▶Product Switch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ndrew B. BERNARD and OKUBO Toshihiro） 

（DP 15-E-103）

▶Fresh Brain Power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Citie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patent 

database （HAMAGUCHI Nobuaki and KONDO 

Keisuke） （DP 15-E-108）

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与地域经济
课题主任：滨口 伸明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总结人口减少、老龄化、国际化、搭载人工

智能机器人的实用化取得进展的新时代信息化等大趋势的基

础上，通过定量性分析，为制定使地方经济发生创造性变化

的地域政策提供有用的证据。 具体研究如下：（1）弄清Frey 

and Osborne （2013）预测的由于引进人工智能导致可能

消失的职业在国内各地区的分布情况，重新验证现有的人口

预测；（2）以北陆地区3个县的地方企业为例，把产业集群、

通往枢纽机场的交通、北陆新干线的效果也考量在内，分析

国际化的影响；（3）从产品层面分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

增加给地方劳动市场带来的影响；（4）分析国际竞争、国内

生产据点的集约化、大规模灾害等对地方生产网络产生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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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由于低出生率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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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

 II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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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制造业企业恢复过程的分析（滨口 伸

明） （DP 15-J-044）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Disaster Planning and 

Post-Disaster Aid: Examining the impact on plants 

 I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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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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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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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通往亚洲的空中之门 那霸枢纽机场的发展潜力（伊藤 匡、

岩桥 培树、石川 良文、中村 良平） （DP 15-J-036）

▶使用多地区间CGE模型，分析为振兴冲绳自立型经济的财

政措施效果（冲山 充、池川 真里亚、德永 澄宪） （DP 15-

J-038）

▶基于空间经济学对吸管效应的验证—以明石海峡大桥为

例（猪原 龙介、中村 良平、森田 学） （DP 15-J-045）

▶使用消费内生化产业相关模型分析六次产业化事业的地区

经济效果—以冲绳县为例（阿久根 优子、石川 良文、中

村 良平） （DP 15-J-052）

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进化与对地方创生的应用
课题主任：中村 良平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把迄今开发的地区经济结构分析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

步深化，让地区创生更具实效性。主要内容有：通过服务业迁

移开创地方经济；通过适用地区产业投入产出模型来构思提

 III-5

 I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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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一般均衡

模型、租税竞争模型及空间竞争模型，通过分析空间经济，提

出对社会有益的经济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rade Integration, Welfare, and Horizontal 

Multinationals: A three-country model （Fabio 

CERINA, MORITA Tadashi and YAMAMOTO 

Kazuhiro） （DP 15-E-109）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and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AGO Takanori） （DP 15-E-110）

▶Team Produc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Creativity 

across Global and Local Sectors （NAGAMACHI 

Kohei） （DP 15-E-111）

▶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Multiple Destinations 

（MIYAGIWA Kaz and SATO Yasuhiro） （DP 15-E-

116）

▶Elastic Labor Supply and Agglomeration （AGO 

Takanori, MORITA Tadashi, TABUCHI Takatoshi 

and YAMAMOTO Kazuhiro） （DP 15-E-118）

国际工作研讨会

“Frontiers in Spatial Economics” （2015/4/14）

关于城市系统中贸易与劳动市场的空间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田渊 隆俊 FF

 

课题概要

城市经济与国际贸易及劳动市场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全

球化、服务经济化、低生育率老龄化进展的情况下，本研究对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因进行分析。此外，还以空间经济学的

研究方法为中心，对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福利变化的要

因进行分析。并融合与城市经济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贸易论、

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开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而通过

深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导出适用的经济政策。

 III-4

Ⅲ 

地
区
经
济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22

组织间经济活动中的地理空间网络及波及效果
课题主任：齐藤 有希子 SF

 

课题概要

在经历了雷曼危机及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后，一部分地区的危

机波及到了整体经济，引起了宏观经济的变化。这意味着组

织的经济活动通过网络紧密连接，而网络在地理上分布广阔。

并且，组织间的紧密连接，在显示出传播负面冲击的同时，也

成为竞争力的源泉，因此“连接力”也得到了有效利用。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弄清负面冲击的传播机制以及“连接

力”（竞争力的源泉）。从组织间的连接的角度，关注企业间的

交易和知识波及，并分析网络的活力及波及效果。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Patterns between 

Research Establishments （INOUE Hiroyasu, 

NAKAJIMA Kentaro and SAITO Yukiko Umeno） 

（DP 15-E-049）

▶Two-sided Heterogeneity and Trade （Andrew B. 

BERNARD, Andreas MOXNES and Karen Helene 

ULLTVEIT-MOE） （DP 16-E-047）

▶Firm-to-Firm Trade: Imports, exports, and the 

labor market （Jonathan EATON, Samuel KORTUM 

and Francis KRAMARZ） （DP 16-E-048）

▶The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Tohoku 

Earthquake （Robert DEKLE, Eunpyo HONG and 

Wei XIE） （DP 16-E-049）

▶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Lorenzo 

CALIENDO, Maximiliano DVORKIN and Fernando 

PARRO） （DP 16-E-050）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rew B. BERNARD, Andreas 

MOXNES and SAITO Yukiko Umeno） （DP 16-E-

055）

▶Shock Propagations in Granular Networks （FUJII 

Daisuke） （DP 16-E-057）

 III-8
高经济周期的对策；考察服务业迁移带来的吸引人才向地方

移居等。

（1）加强迁移能力的地方批发功能、地方商社的作用

（2）根据个案数据考察地域经济的溢出效应

（3）  验证地区产业投入产出模型的消费内生化带来的地区经

济周期

（4）小地区产业投入产出表在就业波及效应模型中的应用

（5）人口动态与创造性服务的迁移效果

（6）地区产业结构的投资组合分析

（7）地区基础产业的辨别与协同效应分析

关于地区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森 知也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使用欧美和亚洲的数据，证明城市系统具有结构相似

的特点，特别是在使用物流调查等确定为相同的阶层地区经

济圈，城市规模按相同的乘方规则分布，而且，产业和交通的

基本设施结构等多个内生决定的经济性质，都具有相似的结

构。进而通过微观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重现确定为相同的

秩序，并提出不需特定国家或地区，就可以在经济空间结构

中发现相同秩序的具体机制。最后，通过政策模拟，具体检验

这些空间经济中的秩序形成怎样制约地区的产业和交通政

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gglomerations in a Multi-region Economy: 

Polycentr ic versus monocentr ic patterns 

（AKAMATSU Takash i ,  MORI  Tomoya and 

TAKAYAMA Yuki） （DP 16-E-009）

▶Agglomeration Patterns in a Long Narrow 

Economy of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Analogy to a racetrack economy （IKEDA Kiyohiro, 

MUROTA Kazuo, AKAMATSU Takashi  and 

TAKAYAMA Yuki） （DP 16-E-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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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Workshop

“Geography, Inter-firm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2016/3/7-8）

RIETI政策研讨会

“企业间网络研究的最前线——超越地理障碍的“连接力”” 

（2016/3/8）

嘉宾讨论

期待地区金融为地方创生发挥作用―让金融为提高

地区经济的就业质量做贡献
课题主任：家森 信善 FF

 

课题概要

本课题对地区金融如何为提高地区的就业和收入做贡献进行

研究。具体来说，从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地区创生活动及提

高其效果的观点，对地方政府及其他工商团体、大学等学术

组织等在金融方面携手合作的实态进行调查，对担负地区金

融重任的地区金融机构的行动对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

析，对为发挥地区金融功能而实施至今的信用保证制度及加

强金融功能（注入公共资金）的努力进行分析，对包括统一经

营等组织整编在内的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问题进行分析。

 III-9

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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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全球化与人口减少情况下的地域创生课题（滨口 伸明） （PDP 

15-P-024）

Regional Economic Seminar

“How to make the metropolitan area work? Neither 

big government, nor laissez-faire” （2015/4/15）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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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日本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与东亚日资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全球化的

经济因素分析：食品、电气电子、汽车产业的事例（德永 澄宪、

阿久根 优子、池川 真里亚、冲山 充） （PDP 15-P-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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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AOKA Sadao and NISHIMURA Yoichiro） （DP 

15-E-072）

▶Cognitive Distances in Prior Art Search by the 

Triadic Patent Off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s （WADA Tetsuo） （DP 

15-E-096）

▶The Use of Science for Inventions and its 

Identification: Patent level evidence matched with 

survey （NAGAOKA Sadao and YAMAUCHI Isamu） 

（DP 15-E-105）

▶Combining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across 

Borders and Nationa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inventions applied through PCT （TSUKADA 

Naotoshi and NAGAOKA Sadao） （DP 15-E-113）

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

课题主任：长冈 贞男 FF

 

课题概要

把创新用于创造新知识和解决问题是创新的根本。本研究课

题从这一观点入手，对产业的创新能力及推进创新的制度基

础设施的应有方式进行研究。在有关产业创新能力的研究中，

对日美欧企业超越国境和组织并有效利用知识、人才的情况

进行比较。另外，在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中，对知识财产公开

制度的经济效果、日美专利权的价值测定、产学合作的广泛

观点（企业的科学吸收能力强化等）、技术启动等进行研究。

而且，在创新研究中还将实施为有效利用AI（人工智能）的先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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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与产品、技术的标准化及伴随而来的许可合同与决定价格

 IV-2

 I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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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tary Incentives for Corporate Inventors: 

Intrinsic motivation, project selection and 

inventive performance （ONISHI Koichiro, OWAN 

Hideo and NAGAOKA Sadao） （DP 15-E-071）

▶Use of Grace Periods and Their Impact on 

Know l edge  F l ow :  E v i dence  f r om  Japan 

 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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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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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战略进行个案分析、及对包含必须专利的特别专利权

侵害诉讼等司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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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把新技术的应用也考量在内，明确显示出政策上

的含义。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行使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问题（铃木 将文） （DP 15-

J-061）

▶Dynamic Effects of Patent Pools: Evidence from 

inter-generational competition in optical disk 

industry （SHIMBO Tomoyuki, NAGAOKA Sadao 

and TSUKADA Naotoshi） （DP 15-E-132）

▶Evolution of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AOKI 

Reiko and ARAI Yasuhiro） （DP 15-E-136）

Workshop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anda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2015/6/9）

“Seminar on Standards, IP and Competition Policy” 

（20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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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Role of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cases of Fraunhofer, NIST, CSIRO, AIST, and 

ITRI （Patarapong INTARAKUMNERD and GOTO 

Akira） （DP 16-E-041）

▶Knowledg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by Local 

Public Technology Centers in Regional and 

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ights from patent 

data （FUKUGAWA Nobuya） （DP 16-E-061）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mediation by Local 

Public Technology Center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first report on a branch-level survey 

on technical consultation （FUKUGAWA Nobuya 

and GOTO Akira） （DP 16-E-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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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薪制度的意义及其应用的可能性。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Organizing for Change: Preference diversity, 

effort incentives, and separation of decision and 

execution （ITOH Hideshi） （DP 15-E-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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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政策与创新

课题主任：饭冢 敏晃 FF

 

课题概要

近年，在医药品、医疗器械、再生医疗领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

创新，新市场和新产业的形成受到了广泛关注。在这些领域，

政府监管、对研发的支援、产品定价等政策对创新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本研究考察这些有关医疗的政策给创新带来的影

响。例如，本研究关注治疗稀少疾病的医药研发，对医疗政策

给医药创新带来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对世界各国的同样

政策也进行比较考察。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Small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market for rare and intractable diseases 

（IIZUKA Toshiaki and UCHIDA Gyo） （DP 16-E-

036）

有关对日本制造业中技术知识的把握和技术流失影响的

实证分析研究

课题主任：渡部 俊也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把握日本制造行业的企业的研究开发成

果，作为技术知识在各产业领域产生出了多少，相当于多大程

度的经济规模，以及它是怎样变化的。通过本调查，推算出企

业持有的技术知识，在什么程度上是因为“有意图的流失”而

造成的。同时，为了防止技术知识的流失，通过明确指出企业

在现在实行的营业秘密管理的水准及其具体方法等效果，尝试

获得有效防止技术知识泄露的见解。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日本企业技术经验的拥有情况与流失状态的问卷调查

（渡部 俊也、平井 佑理） （DP 16-J-014）

 IV-6

 I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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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日本的创新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理主

义，但随着技术革新的进步和全球化竞争的激化等，与外部合

作推进开放式创新变得日益重要。本研究通过与积极引进开放

式创新的美国企业进行比较，弄清日本企业的实态和今后的课

题，为了促进向网络型创新的转变，总结政策上的含义。具体

做法是，以企业层面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使用日

美两国的创业数据，进行风险环境的分析，使用大数据进行开

放式创新的事例研究和问卷调查。日本的创新体系具有关系特

殊的网络特征，与美国式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充满活力的协

作活动不同。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适合日本式体系的开放创

新的应有方式。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政府研究机构作为创新平台的作用：TIA纳米个案研究（元

桥 一之、Byeongwoo KANG） （PDP 15-P-014）

▶使用大数据对创新趋势与事例的研究（绢川 真哉、田中 辰

雄、西尾 好司、元桥 一之） （PDP 15-P-015）

RIETI-NISTEP政策研讨会

“以开放创新实现日本经济再生的路线”（2015/8/21）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

课题主任：山内 勇 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关注企业有效利用外部知识的情况，分析其对创新

业绩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1）人才的调动与多样性；（2）与

其他组织的合作及公开其技术知识的战略 ；（3）分析东盟

（ASEAN）等新兴国家通过向海外发展带来知识流出流入的原

因对创新业绩产生的影响；（4）从知识创造和波及效应的观点

评价专利制度及高科技优惠制度对中国企业赶超的影响。根据

 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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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Value of 

Outcomes from Bilateral Inter-firm R&D Alliances 

（HUO Dong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5-E-

064）

▶Ho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ffect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 study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mult iagent simulat ion （KWON Seokbeom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5-E-065）

上述一系列的分析，得出对日本创新政策的启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 n ven to rs’ Mob i l i t y  and  Organ i za t i ons’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are name 

inventors （SAITO Yukiko and YAMAUCHI Isamu） 

（DP 15-E-128）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从文理结合的视点来看

课题主任：中马 宏之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文理结合的视点对进入21世纪后得到加

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

在此基础上，摸索在ICT时代到来时竞争力急剧下降的半导

体、生物•医药品、软件产业等代表日本科技型产业复活的线

索。因ICT引发的该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即便作为日本经济发

展的中心被众所期待，但随着AI时代的到来，可以预测竞争力

可能会出现同样的倾向并进一步被减弱。

属于技术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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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日本技术革新能力的现状及其强化目标（长冈 贞男） （PDP 15-

P-025）

RIETI创新研讨会

“Future of RAND Licensing” （2015/6/9）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元桥 一之 FF

工作论文

▶Understanding Two Types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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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比较成为可能。此外，通过与本研究项目内的其他课题

进行合作，使用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数据（R-JIP数据库）分析

都道府县层面的生产率，以及规制给提高生产率带来的效果。

主要研究成果

第3次亚洲KLEMS研讨会

“Structural Change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Countries” （2015/8/12-13）

相关网页
▶JIP数据库2015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5/

index.html

▶CIP数据库2015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5/

index.html

无形资产投资与生产率―与包含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

投资的关联性及对投资分配的探讨
课题主任：宮川 努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在总结迄今有关无形资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推

算公共部门的无形资产投资为中心展开研究。具体内容是

考察无形资产的公共投资对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率及对公

共部门的业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此外，由于最近无形

资产投资和有形资产投资（特别是 IT 投资）的关系特别受

到关注，因此，本研究还将考察与无形资产形成互补性的

投资的应有方式。这些研究课题与现在在欧洲进行的

SPINTAN project属于同类课题，因此，我们将与该项目

合作展开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Declining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and the Role 

of Intangibles in Japan （MIYAGAWA Tsutomu, 

TAKIZAWA Miho and TONOGI Konomi） （DP 16-E-

051）

 V-2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课题副主任：权 赫旭 FF

 

课题概要

为了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必须积累供给方为实现增长所

要求的物力、人力及知识资本，有效利用劳动，并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TFP）。要想创造充分的需求，消除供需剪刀差，必

须通过提高资本收益率来促进投资，通过提高实际工资来促

进消费，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本研究项目，通过完善并

有效利用产业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弄清供给方推动日本经济

增长的源泉的动向及其决定因素。具体做法是，构建和更新

在产业层面测算日中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JIP•CIP数据库，

同时，通过有效利用企业及业务点层面的数据，对经济的全

球化及无形资产投资、规制等给TFP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并且通过与海外其他组织共同举办的 Asia KLEMS 项目、

World KLEMS项目，使日本的生产率动向与欧美及亚洲各

 V-1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 京司

本研究项目旨在推算日本及东亚各国的产业和企业的生

产率及其决定性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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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日本按都道府

县划分的生产率数据库，分析震灾给地区经济带来的影

响及复兴政策。在企业和营业所层面，充分利用日本政

府对国内外的微观统计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研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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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研究开发、软件、企业内部培训、组织改组等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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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V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V 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

Ⅴ 

提
高
产
业
和 

企
业
的
生
产
率

29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

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细野 薰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对企业多种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增长动力（因素）进行多

面化考察。具体来说，使用企业、业务点、产品层面的微观数

据，展开对（1）研究开发和创新带来的企业增长；（2）海外发

展与企业增长；（3）企业分拆、企业组合、企业整顿与企业和

产业的发展相关的实证分析。进而从企业增长与产业之间的相

互依存关系的视点，对（4）企业的增长与企业间和产业间资源

分配的效率性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Understanding the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Gap of Exporters （KIYOTA Kozo, MATSUURA 

Toshiyuki and Lionel NESTA） （DP 16-E-019）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apital: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OSONO Kaoru, 

MIYAKAWA Daisuke, TAKIZAWA Miho and 

YAMANOUCHI Kenta） （DP 16-E-024）

对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的分解：

以服务产业为中心
课题主任：小西 叶子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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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在生产率

测算方面，以制造业为中心、使用企业或经营点的跟踪数据

进行分析也一直流行至今。作为标准的方法，把生产结构作

为黑盒，比如把利益回归到劳动与资本这样的投入要素，计

算与投入相比得到了多少利益。其中一例是分析全要素生产

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这虽然是普遍而有效的

方法，但是早已有人指出，以此推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发生

 V-5

 V-6

各地域、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

―完善为了地方创生的基础数据
课题主任：德井 丞次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更新和扩充各都道府县的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Regional- level 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并进行相关分析。在改善数据方面，将调整从

前期课题就开始着手操作的地区间产出价格，并追溯至

1970年以前，解决总公司部门跨越都道府县投资服务的问

题。2010年以后更新数据库需要对应包括计算县民经济在

内的基础数据的产业分类变化。从使用R-JIP数据库的分析

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后，以前地区间生产率差距缩小的趋

势停止了，其原因是同一产业内的地区间TFP差距出现了扩

大趋势。期待在今后的分析中，能够进一步研究引起扩大趋

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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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R-JIP2014/

index.html （日文）

关于医疗、教育质量的测算及其决定性因素的分析
课题主任：乾 友彦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以非市场型服务的代表性产业医疗和教育为中心，通

过有效使用详细的微观数据对调整服务质量后的产出及生产

率进行测算，分析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在医疗方面，把焦点

集中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在教育方面，则把焦点集中在生命

周期各个阶段的教育政策及实践效果的测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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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差距（TFP差距），对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估。

要想把对一国经济的测算与具体的政策评估相结合，需要进

一步细分化和提高精确度。2015―2016年度研究课题在以

前次课题测定的数值为基础的同时，对其详细情况、特别是

对第2能源（消费原单位和各种相关征税、二氧化碳排放）、

商业（中介费率和质量评估）、劳动（老龄化和女性劳动）、资

本（收益率和R&D）等在日本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方面成

为问题的投入要素进行测算时，通过精致化和描述各个细节

的结构来测算和评估多层单要素生产率。由于系统地测算能

源生产率差距，可以期待迄今为止不仅只能测算物品量的粗

钢和水泥等，而且通过分解充满一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因素和

能源效率因素等，提供对制定能否进一步节能等能源政策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平台。 

此外在做分析时，作为连接微观和宏观的框架，需要更精致

的国际产业投入产出表，本课题将探讨以提高与美国SUT表

的统一性的形式，制作新的日美表。我们期待这可以为将来

制作日本的标准SUT表提供平台，使构建无缝国民经济核算

（JSNA）成为可能。

属于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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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生产率•生产结构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深尾 京司） （PDP 15-

P-023）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工作论文

▶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品车制造商与直接供应商的交易结构及其变

化（乡古 浩道） （DP 15-J-014）

▶解析交易关系公开化给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生产率带来的影

响（池内 健太、深尾 京司、乡古 浩道、金 荣愨、权 赫旭） （DP 

15-J-017）

▶日本的创新与雇用增长：基于《企业活动基本调查》个案调查分

析（金 荣愨、池内 健太、权 赫旭、深尾 京司） （DP 16-J-002）

严重的偏差。以现有的方法测算生产率，当观察到生产率下

降时，无法识别其原因是由于技术能力后退了，还是需求缩

小了。这样一来，本来应该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却有可能采

取补助生产方的相反政策。为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课题主

要分析经济变动中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正确测算企业的

生产率及技术力。从本年度开始集中研究从TFP中也难以捕

捉生产率的服务产业的生产率测算。服务产业在近年占据

GDP的70%，不仅对经济活动，对劳动市场的规模来说也是

非常重要的行业，但由于数据难以掌握，以及作为主要产业

的认知度并不高，因此先行研究为数不多。本研究在弄清服

务产业各行业附加值的来源之后，建构测算生产率的模型，

使用大规模微观数据展开统计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Estimation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Using Commodity Transaction Data （ABE 

Naohito, INAKURA Noriko and TONOGI Akiyuki） 

（DP 16-E-040）

▶Efficiency of the Retail Industry: Case of inelastic 

supply functions （KONISHI Yoko and NISHIYAMA 

Yoshihiko） （DP 16-E-054）

生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价
课题主任：野村 浩二 FF

 

课题概要

在制定增长战略和能源、环保政策时，必须有价格竞争力评

估，在产业相互依存性和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需要系

统地掌握投入要素价格、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或汇率水平等

决定价格竞争力的因素。2013―2014年度的研究课题（日

美相对比价体系与国际竞争力评估）在扩展了2005年日美

国际产业投入产出表的同时，系统地测算了产出价格差和生

产过程中投入的原材料、素材、零部件、能源等的投入价格

差，构建了日美相对比价体系（Nomura and Miyagawa，

2015）。Jorgenson，Nomura and Samuels（2015）利

用另行构建的日美各产业长期KLEMS数据（1955―2012

年），通过测算各种属性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价格差及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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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088）

▶Work-Life Balance Practices, Performance-Related 

Pa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Japan （KATO Takao and KODAMA Naomi） （DP 

15-E-112）

政策论文
▶无形资产投资与日本的经济增长（宫川 努、枝村 一磨、尾崎 雅

彦、金 荣愨、泷泽 美帆、外木 好美、原田 信行） （PDP 15-P-

010）

课题名：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和分析
课题主任：德井 丞次 FF

工作论文

▶ Industry-level Factor Inputs and TFP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1970-2008 （TOKUI Joji, MAKINO 

Tatsuji and FUKAO Kyoji） （DP 15-E-089）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TOKUI Joji, 

KAWASAKI Kazuyasu and MIYAGAWA Tsutomu） （DP 

15-E-094）

▶Regional Factor Inputs and Convergence in Japan: A 

macro-level analysis, 1955-2008 （FUKAO Kyoji, 

MAKINO Tatsuji and TOKUI Joji） （DP 15-E-123）

课题名：对服务产业的经济分析：�
生产率、经济福祉及政策评价

课题主任：权 赫旭 FF

课题副主任：乾 友彦 FF

工作论文

▶日本企业引进云计算服务及其经济效果（金 荣愨、权 赫旭） 

（DP 15-J-027）

▶总经理更换与企业业绩：日美比较分析 （泉 敦子、权 赫旭） 

（DP 15-J-032）

▶日本董事会改革的效果分析（金 荣愨、权 赫旭） （DP 15-J-

060）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Demand and Supply Factors 

on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OHYAMA Atsushi） 

（DP 15-E-042）

▶Structural Estimation of the Scoring Auction Model 

▶Why Was Japan Left Behind in the ICT Revolution? 

（FUKAO Kyoji, IKEUCHI Kenta, YoungGak KIM and 

KWON Hyeog Ug） （DP 15-E-043）

▶ Innovation and Legal Enforcement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overseas subsidiaries of the Japanese auto-parts 

suppliers （TAKEDA Yosuke and UCHIDA Ichihiro） （DP 

15-E-046）

▶Buyers, Suppliers, and R&D Spillovers （IKEUCHI 

Kenta, René BELDERBOS, FUKAO Kyoji, Young Gak 

KIM and KWON Hyeog Ug） （DP 15-E-047）

▶Accounting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Harry X. WU） （DP 15-E-048）

▶Are There Trade-offs between the Existing and New 

Foreign Activities? （ITO Yukiko） （DP 15-E-101）

▶Lessons from Japan’s Secular Stagnation （FUKAO 

Kyoji, IKEUCHI Kenta, KWON Hyeog Ug, YoungGak 

KIM, MAKINO Tatsuji and TAKIZAWA Miho） （DP 15-E-

124）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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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人事方针与人事措施的关系对企业增长产生的影响（西冈 由美） 

（DP 15-J-029）

▶从以投资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nvestment-Based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看投资和资产收益率（宫川 

努、泷泽 美帆） （DP 15-J-031）

▶设计活动是否对提高企业生产率做出了贡献？—使用企业活

动调查、民研调查的分析（川上 淳之、枝村 一磨） （DP 15-J-

041）

▶组织改革对生产率是否产生影响？ （川上 淳之、浅羽 茂） （DP 

15-J-048）

▶Do Intangibles Contribute to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 （Hyunbae CHUN, MIYAGAWA Tsutomu, Hak Kil 

PYO and TONOGI Konomi） （DP 15-E-055）

▶Performance-related Pa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 （KATO Takao and KODAMA Naomi）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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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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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A Half Century of Trans-Pacific Competition: Price level 

indices and productivity gaps for Japanese and U.S. 

industries, 1955-2012 （Dale W. JORGENSON, NOMURA 

Koji and Jon D. SAMUELS） （DP 15-E-054）

▶The Japan-U.S. Price Level Index for Industry Outputs 

（NOMURA Koji and MIYAGAWA Kozo） （DP 15-E-059）

（NAKABAYASHI Jun and HIROSE Yohsuke） （DP 16-

E-008）

▶How do Hospitals Adopt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iques? An assessment through the records of 

AMI patients in Japan （SUGIHARA Shigeru, ICHIMIYA 

Hiroki, INUI Tomohiko, ITO Yukiko, SAITO Yukiko, 

IGARASHI Isao and KAWABUCHI Koichi） （DP 16-E-

035）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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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免除研发税能否促进研发投资？—通过资本成本与内部资金

的效果验证（细野 薰、布袋 正树、宫川 大介） （DP 15-J-030）

▶Learning by Export: Does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affi l iate companies matter? （HOSONO Kaoru, 

MIYAKAWA Daisuke and TAKIZAWA Miho） （DP 15-E-

053）

▶Market Structure and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intermediate goods market （NISHITATENO Shuhei） 

（DP 15-E-081）

▶Export Experienc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Firm 

Survival in Export Markets （INUI Tomohiko, ITO Keiko 

and MIYAKAWA Daisuke） （DP 15-E-086）

▶Product Dynamics and Aggregate Shock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roduct and firm level data （Robert 

DEKLE, KAWAKAMI Atsushi, KIYOTAKI Nobuhiro and 

MIYAGAWA Tsutomu） （DP 15-E-137）

课题名：对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的分解：�
理论和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小西 叶子 SF

工作论文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Technical 

Changes in Japanese Industr ies ,  1955-2012 

（KONISHI Yoko and NOMURA Koji） （DP 15-E-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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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II）
课题主任：大桥 弘 FF

�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的课题正在向制定如何克服老龄化等带来的供给制

约的对策转移，为了让日本企业确实拥有“挣钱能力”，有必

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考察日本产业结构的方向性及其对策。

本研究课题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意识，以历史和现代为背景，

对新产业政策的概念进行整理，并阐明培育新产业所需要的

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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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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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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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及复兴政策的方向性提出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企业层面的能源效率性推测及其变化原因的分析——产业

集聚对能源高效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田中 健太、马奈木 

俊介） （DP 16-J-003）

▶东日本大地震给生产活动带来的影响：使企业早期恢复的

原因分析（乾 友彦、枝村 一磨、一宫 央树） （DP 16-J-

017）

 VI-2

 VI-3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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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对产业用电需求应答的潜在评价：把工厂特征考量在内的

供求调整合同分析（五十川 大也、大桥 弘） （DP 15-J-

053）

▶关于调整水稻生产的模拟分析：改种作物及农田改营光伏

的政策效果（齐藤 经史、大桥 弘） （DP 15-J-055）

 V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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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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以竞争法解决需要标准规格的专利问题 （川滨 升） （DP 

15-J-043）

▶An Airline Merger and its Remedies: JAL-JAS of 

2002 （DOI Naoshi and OHASHI Hiroshi） （DP 15-

E-100）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II）
课题主任：川滨 升 FF

课题副主任：大桥 弘 FF

�

课题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迎来了新局面，竞争政策在创新和经济增长中

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广泛认知的同时，不仅欧美各国、世界各

国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对竞争法的积极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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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国都在积极运用的情况下，有必要一边考虑国际化协调，

一边针对日本的经济现状，提出必要的竞争政策上的课题及

其应对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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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实际业务的知识见解，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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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6

 VI-7

▶Substitution between Purchased Electricity and 

Fue l  for  Ons i te Power Generat 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lant level analysis in 

Japan （KITAMURA Toshihiko and MANAGI 

Shunsuke） （DP 16-E-007）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课题主任：马奈木 俊介 FF

�

课题概要

在美国、德国等以新产业化为方向的最先进的技术思想下，

日本对人工智能持有怎样的想法及做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类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今后将会引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

生变化，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对日本的产业政策产生

影响。为此，对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的理解、无人驾驶小型飞

机和自动行驶汽车等在国内备受瞩目的技术在安全、保安及

事故发生时的保障面等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及根据可能

发生变化的产业结构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定量性把握，对

考虑今后的产业政策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并且，本研究以上

述背景为依据，弄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化的需求有多少、

有无对研究开发和商务进行投资的可行性、以及政府的参与

余地有多大，并为今后自动化方面的政策方向提出建议。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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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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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实际业务的知识见解，展开探讨。

 VI-4

 V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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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ntropy to 

Equi l ibrium in Macroeconomics （AOYAMA 

Hideaki, IYETOMI Hiroshi, SOUMA Wataru and 

YOSHIKAWA Hiroshi） （DP 15-E-070）

▶Econophysics Point of View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Community dynamics, synchronization, and 

controllability as example of collective motions 

（IKEDA Yuichi, AOYAMA Hideaki, IYETOMI Hiroshi, 

MIZUNO Takayuki, OHNISHI Takaaki, SAKAMOTO 

Yohei and WATANABE Tsutomu） （DP 16-E-026）

▶ Analyses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 of Firm 

Networks Based on the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Model and Control Theory （INOUE Hiroyasu） （DP 

16-E-044）

▶ DebtRank Ana lys is  of  F inanc ia l  D istress 

Propagation on a Production Network in Japan 

（FUJIWARA Yoshi, TERAI Masaaki, FUJITA Yuji 

and SOUMA Wataru） （DP 16-E-046）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课题副主任：宇南山 卓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如何使日本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从理

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分析。 在理论方面，阐述引起创新的机

制，分析作为创新引起的结果可以观察到的市场情况，并探

讨政策参与的余地。在实证方面，目标是探讨计算创新的新

指标，计算对资产市场的影响，以及计算政策参与的效果。作

为理论方法，以经济物理学为基础展开研究，实证方法则选

择了受到普遍关注的日本的课题。通过把多种多样的研究加

以组合，深入考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VI-8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Wealth Inequality, or r-g, in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HIRAGUCHI Ryoji） （DP 15-E-117）

▶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umpy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ARATA Yoshiyuki, 

KIMURA Yosuke and MURAKAMI Hiroki） （DP 15-

E-120）

▶ Firm Growth by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MURAKAMI 

Hiroki） （DP 16-E-032）

▶The Impact of a Permanent Income Shock on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Japan's 2014 VAT 

increase （David CASHIN and UNAYAMA Takashi） 

（DP 16-E-052）

▶Loyalty and Consumption: A CES representation 

（INOSE Junya） （DP 16-E-058）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

课题概要

本研究项目对包括企业金融、银行行为、企业间交易在内的

企业动态，制定应对政策层面的研究课题，主要通过使用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公布成果。特别是最近作为政策性关注的

研究课题，有在导入中小企业顺畅化法以后的经营停滞中小

企业的实态及对这些企业进行支援的方法，政府金融机关的

危机应对及无担保贷款等新制度导入的效果，企业的参入、

成长及事业再编过程中股东资金的作用。另外对这以外的研

究课题，房地产市场与金融机关、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企业

间网络对金融机关做出贷款决定的影响等问题作出政策性建

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债券发行者的资产风险变化与资本市场的评估—J-REIT

的个案研究（江上 雅彦、细野 熏） （DP 16-J-018）

▶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机构及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活动的评

 V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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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内市场，还需要取消其他国家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等，确

保海外市场。并且，还需要在消除日本国内阻碍农业发展的

政策因素的同时，讨论运用GPS、感应器、小型无人驾驶机

等先进技术及促进其发展的新政策。

本研究课题在调查研究美国、欧盟（包括荷兰等成员国）等世

界各国农业和农政的基础上，讨论农政改革的方向并提出建

议，同时对日本农业的新拓展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日本农业战胜世界”

（山下 一仁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5年4月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研究
课题主任：田中 诚 FF

�

课题概要

日本正在开展电力系统改革，预定到2016年4月参与电力

零售业市场实现全面自由化，并以2018年至2020年为目

标，依据法律分离输配电部门，进一步保证其中立性。 要实

现稳定供给和高效率，还需要解决电力批发、零售、供求调整

等有关市场交易规则等各种问题。本研究课题为了给决策提

供有益的建议，从工学的角度入手，同时主要从经济分析的

观点，对电力市场的理论、实证和模拟等展开研究。

IoT带来的生产率革命
课题主任：岩本 晃一 SF

�

课题概要

现在，有2个虽然有社会需求但却基本上没有着手开发的重

大领域，第1个是完善基础信息数据，即完善政策当局、研究

机构和民间企业在计划IoT/Industrie4.0/AI/BigData/IT

领域的业务时作为基础、未来被继续引用的基础信息数据。

第2个是把它普及到地方和中小企业。大企业早晚会依靠自

力更生引进IoT系统，但地方和中小企业很有可能会落后于

 VI-11

 VI-12

价——企业年龄是否使评价产生差异？（家森 信善） （DP 

16-J-021）

▶引进无保证人贷款与企业的筹资和业绩（植杉 威一郎、内

田 浩史、岩木 宏道） （DP 16-J-023）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Government 

Guaranteed Loan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Es 

（Hyonok KIM and YASUDA Yukihiro） （DP 15-E-

138）

▶Capital Supply Channel through Venture Capitals: 

Evidence from matched data （MIYAKAWA 

Daisuke and TAKIZAWA Miho） （DP 15-E-141）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Government-controlled 

Banks in a Financial Crisis （OGURA Yoshiaki） （DP 

16-E-004）

▶ A Comparison of the Lending Technologie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Banks （UCHIDA 

Hirofumi） （DP 16-E-023）

▶Multiple Lenders, Temporary Debt Restructur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ontract-

level data （MIYAKAWA Daisuke and OHASHI 

Kazuhiko） （DP 16-E-030）

▶ Does the Policy Lending of a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Mitigate the Credit Crunch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oan 

level data in Japan （SEKINO Masahiro and 

WATANABE Wako） （DP 16-E-056）

Workshop

“RIETI-MoFiR-Hitotsubashi-JF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search” 

（2015/6/15）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而推行农业

与农政改革
课题主任：山下 一仁 SF

�

课题概要

为了维持及振兴在老龄化、人口减少局面下的国内农业，不

 V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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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motivated Lending Decisions （OGURA 

Yoshiaki, OKUI Ryo and SAITO Yukiko） （DP 15-E-057）

▶Risk Taking and Firm Growth （XU Peng） （DP 15-E-061）

▶ Determinants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level Productivity （FUJII Daisuke, 

NAKAJIMA Kentaro and SAITO Yukiko） （DP 15-E-077）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Real Estate Prices on Firm 

Investment （HAZAMA Makoto and UESUGI Iichiro） （DP 

15-E-091）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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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新型农业的发展方向（山下 一仁） （PDP 15-P-006）

时代，因此需要向地方和中小企业进行扩展普及，并对此进

行支援和调查分析。

属于新产业政策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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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新产业”政策与新“产业政策”（大桥 弘） （PDP 15-P-020）

▶海上风力发电产业据点的形成带来的地区振兴和就业机会（岩

本 晃一） （PDP 16-P-004）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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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住房市场和住房投资的动向（宇南山 卓） （DP 15-J-013）

▶ On the Stochast ic  Macro-equi l ibr ium and a 

Micro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HIRAGUCHI Ryoji） （DP 15-E-040）

课题名：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工作论文
▶金融顺畅化法结束后对金融实态调查结果的概要（植杉 威一郎、

深沼 光、小野 有人、胥 鹏、鹤田 大辅、根本 忠宣、宫川 大介、

安田 行宏、家森 信善、渡边 和孝、岩木 宏道） （DP 15-J-028）

▶日本企业的资金再分配（植杉 威一郎、坂井 功治） （DP 15-J-

035）

▶ Investment Distortion by Collateral Requirement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Es （OGURA Yoshiaki） （DP 

15-E-050）

▶No Lending Relationships and Liquidity Management 

of Small Businesses during a Financial Shock （TSURUTA 

Daisuke） （DP 15-E-051）

▶Buyer-Supplier Networks and Aggregate Volatility 

（MIZUNO Takayuki, SOUMA Wataru and WATANABE 

Tsutomu） （DP 15-E-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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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与妻子的就业决定——丈夫的工作方

式与家庭分工意识的实证分析（鹤 光太郎、久米 功一）

（DP 16-J-010）

▶围绕“大学教育无用论”的考察——对文员综合职务录用面

试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分析（滨中 淳子） （DP 16-J-022）

▶日本企业的“成果主义”人事制度——1980年代后半期以

后的“制度变化”史（梅崎 修、Arjan KEIZER） （DP 16-

J-024）

▶团体还是个人：激励机制对儿童的学习效率产生的效果（中

室 牧子、萱场 丰） （DP 16-J-028）

政策论文

▶多样化正式员工工作方式的实际情况——RIETI2014年度

关于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多样化工作方式与意识的网络

调查分析结果（鹤 光太郎、久米 功一、户田 淳仁） （PDP 

16-P-001）

RIETI政策研讨会

“正式员工改革与多样化工作方式的实现” （2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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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The Effects of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during a 

 VII-2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课题主任：鹤 光太郎 FF

 

课题概要

为了研究日本“劳动市场制度”（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的新“形式”和改革的方式，组建从法学、经济学和经营学等

多方面的立场进行理论性和实践性研究的研究会。在广泛关

注整个“劳动市场制度”的同时，考察各个结构组成要素的相

互关系，特别是从超越纵向结构关系和阻隔的见地，对综合

劳动法制和劳动政策提出建议。此外，在进行分析时，在充分

引进欧洲等各国的经验、国际性视角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弄清劳动法制和制度与劳动市场、就业体系之间的关系，进

而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要求金钱补偿金额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鹤 光太郎、久

米 功一、户田 淳仁） （DP 15-J-019）

▶关于多样化正式员工的技能与生活满足度的实证分析（久

米 功一、鹤 光太郎、户田 淳仁） （DP 15-J-020）

▶正式员工的劳动时间制度与工作方式——RIETI《2014年

度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多样化工作方式及其意识的网

络调查》结果分析（户田 淳仁） （DP 16-J-008）

 V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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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VII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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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向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

课题主任：川口 大司 FF

 

课题概要

根据预测，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对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

率将从2000年的25%升至2050年的74%，为了避免社

会保障费用增加导致财政破产，必须增加劳动人口和提高人

均生产率。本研究课题把焦点放在作为传统正式员工的就业

率低的年轻人、女性及老年人上，探索就业率和正式员工比

 VII-3

Recession on Consumption and Asset Holding 

（KAWAGUCHI Daiji and KONDO Ayako） （DP 15-E-

074）

▶Th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s on Training （HARA 

Hiromi） （DP 15-E-075）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Employment in a Segmented Labor Market 

（YOKOYAMA Izumi, HIGA Kazuhito and KAWAGUCHI 

Daiji） （DP 15-E-139）

IZA/RIETI Workshop

“Changing Demographics and the Labor Market” 

（2015/5/25-26）

RIETI-IZA政策研讨会

“推动老年人就业的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2015/5/26）

率的动向，分析什么因素成为妨碍提高就业率和生产率的原

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分析中，从迄今为止没有过的

崭新的观点入手，有效运用高质量的政府微观数据。

从人力资本的观点对心理健康展开的研究2

课题主任：关泽 洋一 SF

 

课题概要

本课题对通过改善心理健康来活跃经济社会进行必要的研

究。主要方法是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实施认知行动疗法

（CCBT）等改善心理健康的方法，对大多数人能容易接受的

方法进行效果验证。并且，通过此类活动，验证消费者心理、

社会资本、非认知能力及不确实性允许度等，在经济学上引

起关注的指标是否发生变化，弄清经济与心理之间的交接点。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互联网5分钟认知行动疗法与只接受自我感情的专注力训

练能够减轻抑郁症吗？——使用随机化比较试验进行验证

（野口 玲美、关泽 洋一、宗 未来、山口 创生、清水 荣司）

（DP 16-J-013）

利用企业与职工匹配跟踪数据展开劳动市场研究

课题主任：山本 勋 FF

 

课题概要

在超老龄化社会的劳动方式及劳动市场设计越来越引起关注

的情况下，为了探讨企业竞争力及劳动者工作生活平衡，针

对企业和职工的投入产出，弄清他们各自采取了什么样的行

动，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本研究课题对于雇用、工资、劳动时

间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和工作生活平衡等信息，通过实施以企

业和职工为对象的追踪调查，在构建两者纽带的企业与职工

匹配数据（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panel data）的

同时，为了弄清工作生活平衡及劳动市场的流动化等日本劳

动市场的各种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VII-4

 V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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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员工晋升管理职位的决定性因素及男女间的差距——

基于员工与企业的匹配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马 欣欣、幹 

友彦） （DP 16-J-015）

▶推动女性发挥作用与削减劳动时间的可能性：基于经济学

研究的考察（山本 勋） （DP 16-J-019）

▶产业及职业经验对有配偶女性的再就业行动产生的影响

（佐藤 一磨、深堀 辽太郎、野崎 华世） （DP 16-J-030）

▶Transp lant ing Corporate Cu l ture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FDI and female employment 

in Japan （KODAMA Naomi, Beata S. JAVORCIK 

and ABE Yukiko） （DP 16-E-015）

日本学术会议—RIETI研讨会

“多样化经营与工作生活平衡” （20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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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培训、人才的再配置、提供长短

期两方面的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发挥了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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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出来。 

本课题运用几家日本企业的人事数据，对（1）日本企业的内

部劳动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率？（2）为了提高劳动生产

率，企业方实施的各种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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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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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研究

课题主任：西村 和雄 FF

 

课题概要

在经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及就业等所有的领域，都可以

 VII-7

 VII-8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晋升管理职位对心理健康产生什么影响（佐藤 一磨） （DP 

15-J-062）

▶ D o e s  M e n t a l  H e a l t h  M a t t e r  f o r  F i r 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Japanese firm data （KURODA Sachiko and 

YAMAMOTO Isamu） （DP 16-E-016）

▶Workers’ Mental Health, Long Work Hours, and 

Workplac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workers’ 

longitudinal data in Japan （KURODA Sachiko and 

YAMAMOTO Isamu） （DP 16-E-017）

▶Why Do People Overwork at the Risk of Impairing 

Men t a l  Hea l t h ?  （KURODA Sach i ko  and 

YAMAMOTO Isamu） （DP 16-E-037）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研究

课题主任：樋口 美雄 FF

课题副主任：儿玉 直美 CF

 

课题概要

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制约日本经济最大的原因是低出生率、

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和内需的缩小。把这种人口动态控制在

最小程度，可以说是让日本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路线的大前

提。在此，第1处方是、从量和质同步改善与先进国家大幅偏

离（但潜在力也很大）的女性就业的水准。为了加速面向以发

挥女性作用的多样化推进（为此，包含作为完善环境的工作

生活平衡）的企业的活动，对这样的活动对经济增长、企业经

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且，采取怎样的活动才能给企业利

益及劳动市场带来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更重要的是把研究成

果发信给企业的经营层及人事管理责任者。再加上把握与增

加雇用女性有关的女性创业的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支援政

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研究人员的多样性对申请专利行动产生影响的定量性分析

（枝村 一磨、乾 友彦） （DP 16-J-004）

 V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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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日本式的制度已陷入僵局。本研究课题把经济视为复杂

系统，以不同个人的行动经济学分析和不同经济主体构成的

经济动态学分析为基础，对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问题，进行

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解明经济增长时

的必要因素。微观分析主要由问卷调查、实验、脑测量和解析

组成。宏观分析主要使用非线性动态学方法，和海外的研究

者─边讨论─边推进研究。无论微观还是宏观，都采用跨学

科的方法。

属于人力资本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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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雇用制度与人才教育制度改革─人力资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及

其政策含义（鹤 光太郎） （PDP 15-P-016）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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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教育方法与劳动市场的评价—日本的实证研究（西村 和雄、

八木 匡） （DP 15-J-018）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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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Biases i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AWAGUCHI Daiji, OWAN Hideo and TAKAHASHI 

Kazuteru） （DP 16-E-059）

▶Working Hours, Promotion, and Gender Gaps in the 

Workplace （KATO Takao, OGAWA Hiromasa and 

OWAN Hideo） （DP 16-E-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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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通过银行部门验证金融政策的效果——使用宏观数据进行

的实证分析（庄司 启史） （DP 16-J-031）

▶量化宽松及负利率政策的财政成本与处理方法（深尾 光洋） 

（DP 16-J-032）

▶通过企业负债验证金融政策的效果——使用企业数据进行

的实证分析（庄司 启史） （DP 16-J-034）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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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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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年人跟踪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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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Does Retirement Change Lifestyle Habits? 

（MOTEGI Hiroyuki, NISHIMURA Yoshinori and 

TERADA Kazuyuki） （DP 15-E-068）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Survivors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SUGANO Saki） （DP 15-E-

069）

▶Are  Japanese  Men  o f  Pens ionab le  Age 

Underemployed or Overemployed? （USUI Emiko, 

 VIII-2

重建财政政策的成本与福利
课题主任：深尾 光洋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质与量的效果，在考察国内外研

究的同时，对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推

算伴随摆脱通胀将会出现的利率上涨带来的财政成本。具体

内容有：日本银行所持国债价格下跌引起的损失；日银支付

利息的负担增加引起的损失；伴随银行所持国债价格下跌而

产生的金融动荡；政府保护储蓄者和保险签约者的成本；政

府债务支付利息的成本增加等。 

此外，还推算日银吸收财政成本的极限。具体是，伴随国债价

格下跌将造成巨额损失，可能导致用于抛售的金融资产短缺，

需要提高支付过剩准备金的利率。这时，还可能需要通过裁

减日银缴纳款，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提高日银收益，并利用

通货膨胀扩大基础货币需求，以便增加日银的收益。 

另外，对通过增税和减少年度支出来削减财政赤字，与利用

通货膨胀实际偿还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税）进行比较。具体来

说，对通货膨胀税给收入及资产分布带来的影响，与大幅度

增税和削减年度支出给收入及资产分布带来的影响进行比

较，并比较两者的相对失真。进而还推算给实施移民政策时

的潜在增长率带来什么影响，并评估对维持财政可能性产生

的影响。

 VI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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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VIII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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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IZUTANI Satoshi and OSHIO Takashi） （DP 

15-E-099）

▶ Impacts of Leaving Paid Work on Health, 

Functions, and Lifestyl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JSTAR panel data （HASHIMOTO Hideki） （DP 15-

E-114）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II）
课题主任：市村 英彦 FF

课题副主任：清水谷 谕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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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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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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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观数据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社会保险费用负担是否抑制了企业投资？——使用个案数

据对设备、研究开发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小林 庸

平、中田 大悟） （DP 16-J-007）

▶The Incidence of Health Insurance Cos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Japan （HAMAAKI Junya） 

（DP 16-E-020）

 VIII-3

 VIII-4

关于法人税最终负担的理论与实证性分析
课题主任：土居 丈朗 FF

 

课题概要

在宏观经济中对法人税应由谁来负担、负担多少进行定量分

析，开发可进行分析的理论模型，并根据它来进行计量分析。

然后，在定量性显示法人税减税的好处将惠及国民各个阶层

的同时，指出法人税改革应有方式的政策含义。在理论模型

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企业的设备投资行动及筹资的变化与法

人税有什么关系。在计量分析中，在与理论模型取得协调的

同时，通过使用近年的财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描绘出更现

实的企业行动。并进而根据财务数据，提出理论模型显示的

法人税的最终负担额度。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ncidence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A dynamic analysis （DOI 

Takero） （DP 16-E-022）

在老龄化等结构变化进展中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应有方式
课题主任：藤原 一平 FF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正面临着老龄化严重、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全球化进

展等结构变化。另一方面，虽然与结构变化的因果关系未必

明确，但通货紧缩进展的结果是金融政策受到名义利率的非

负限制的制约。在高额累计亏损的背景下，依靠财政政策的

余地正在缩小，经济周期政策不得不依靠央行对将来的宽松

环境做出承诺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本研究课题首先明确以老龄化为首的结构变化对金融财政政

策的运营具有什么含义。其次摸索在结构不断变化的日本经

济中应有的金融财政政策。

 VIII-5

 VI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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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Can Guest Workers Solve Japan’s Fiscal 

Problems? （Selahattin IMROHOROGLU, KITAO 

Sagiri and YAMADA Tomoaki） （DP 15-E-129）

▶Declining Trends in the Real Interest Rate and 

Inflation: Role of aging （FUJITA Shigeru and 

FUJIWARA Ippei） （DP 15-E-140）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Cost of Delaying 

Reform: A case of aging Japan （KITAO Sagiri） 

（DP 16-E-013）

▶Private News and Monetary Policy: Forward 

guidance or the expected virtue of ignorance 

（FUJIWARA Ippei and WAKI Yuichiro） （DP 16-E-

027）

关于低生育率及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及其所处的社会中

的经济行为的分析
课题主任：殷 婷 F

 

课题概要

日本的低生育率及老龄化问题正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速度

发展着，另一方面，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也日益严

重。本研究使用日本与中国的微观数据，对日中两国各自的

年轻人与老年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第1，分析带来低生育

率的主要原因之一的日益严重的晚婚化现状及其决定性的要

因；第2，分析因老龄化引起的父母与孩子的消费、储蓄、就

业行为、家庭内外护理行动的变化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最后，使用通过这些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构参数和宏观经济模

型，进行政策模拟分析，并通过日中比较，对低生育率老龄化

相关的法律及税制、社会保障（年金、医疗、护理）提出政策

建议。本研究的独创性在于弄清社会规范、制度等日中之间

的不同点及其要因。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使用主观性收入预测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验证—使用中

国的微观数据（殷 婷、暮石 涉、若林 绿） （DP 15-J-016）

 VIII-7

▶专职主妇家庭的贫困 ：实际情况和原因（周 燕飞） （DP 

15-J-034）

▶The Prodigal Son: Does the younger brother 

always care for his parents in old age? （KOMURA 

Mizuki and OGAWA Hikaru） （DP 15-E-062）

▶Nonprofit/For-profit Facility and Difference of 

Wag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elderly care industry （ITO Yutaka, KAWATA 

Keisuke and YIN Ting） （DP 15-E-073）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Spouses in Moder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ity 

of Qingdao （KAWATA Keisuke, WANG Meixin and 

YIN Ting） （DP 15-E-095）

属于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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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财政赤字、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与货币政策的财政成本（深

尾 光洋） （PDP 15-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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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期台湾经济的需求结构（湊 照宏） （DP 16-J-

027）

▶机械工业化与产业政策（河村 德士、武田 晴人） （DP 16-

J-029）

▶通产省（经产省）的产业调整政策（渡边 纯子） （DP 16-J-

033）

▶From Economic Controls to Export Expansion in 

Postwar Taiwan: 1946-1960 （Tsong-Min WU） （DP 

16-E-028）

▶The Telling of Japan’s “Lost Decade”: A comparison 

with the narration of the U.S. and EU crises （Peter 

VON STADEN and KAWAMURA Satoshi） （DP 16-

E-042）

▶Keidanren, Consumption Tax, and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90s in Japan （W. Miles FLETCHER III and 

TAKEDA Haruhito） （DP 16-E-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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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改称为原子

能規制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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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政策史”

（橘川 武郎、武田 晴人 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会2016年3月

 IX-2
从国际视点考察经济产业政策史

课题主任：武田 晴人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在第1期通商产业政策史及第2期通商产业政策

史的相关研究活动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研究。第1，针对迄今

尚未充分研究的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从历史的

角度重新进行评价；第2，不仅日本，还把韩国、台湾、中国

的高度经济增长也作为研究对象，弄清这些高度增长的出现

及其发展机制的共同点及不同点；第3，在把第2期通商产业

政策史翻译成英文的同时，对以特定领域（标准认证政策）为

对象的政策史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战后韩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启动与发展——对“汉江奇迹”的

考察（林 采成） （DP 16-J-020）

▶韩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吕 寅满） 

（DP 16-J-025）

▶世纪转换期的贸易产业和经济产业政策的变化（武田 晴人） 

（DP 16-J-026）

 I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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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与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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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京都议定书的政治过程的把握与分析

课题主任：牧原 出 FF

 

课题概要

全球暖化对策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政策课题，在中央政府各

机关之间、及产业界等需要与众多利害相关者进行调整。特

别是京都议定书，经过了非常艰难的利害调整才获得了通过。

但是，在以往的先行研究中，对于决定政策人员的问题意识

和决策过程还没有明确的分析。为了对以上的内容进行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参加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人员进行采访调查，试

图把握和分析有关全球暖化对策的政治过程全貌。

 IX-4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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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现经济产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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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产业政策和产业集聚：对“产业集群计划”的评估（大久保 

敏弘、冈崎 哲二） （DP 15-J-063）

▶1950年代日本设备现代化与生产率：钢铁产业的“产业合

理化”（冈崎 哲二、是永 隆文） （DP 15-J-064）

▶ Intra-Firm Linkages in Multi-Segment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 

（OKUBO Toshihiro and Kirill BORUSYAK） （DP 16-

E-001）

▶Multi-plant Operation and Corporate Headquarters 

Separ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lant-level 

panel data （OKUBO Toshihiro and TOMIURA Eiichi） 

（DP 16-E-002）

 I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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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fcga2011/index.

html （日文）

完善RIETI数据

课题主任：五十里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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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些成套数据为基础，完善为了

让使用者能更有效地使用数据的基础设备。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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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其手续。通

过公布使用这些数据获得的研究成果及概括性信息，使研究

所成为活跃讨论的场所。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nput-Output Linkages of Japanese Affiliates in 

Mexico within NAFTA （KONDO Keisuke） （DP 15-

E-143）

以下是作为RIETI研究课题的成果公布的数据统计。

1） JIP数据库2015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5/

index.html

2）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R-JIP）数据库2014

http://www.rieti.go.jp/jp/database/R-JIP2014/

index.html （日文）

3） CIP数据库2015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CIP2015/

index.html

4）亚洲货币单位（AMU）与东亚货币的AMU偏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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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亚洲各产业的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

http://www.rieti.go.jp/users/eeri/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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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分析的前沿：冒风险与企业治理

课题主任：宫岛 英昭 FF

 

课题概要

自从安倍政权把强化企业治理定位于增长战略的一环以来，

如何设计日本企业治理制度受到了普遍关注。本研究课题对

如何构建促进日本企业增长的企业治理体制进行探讨。在分

析时，除了重视我们迄今一直强调的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多

样化，还将尝试不仅与英美企业，而且与欧洲大陆企业及亚

洲企业进行比较。此外，作为分析的框架，我们将充分考虑企

业治理制度、所有制结构、企业行为及企业业绩的相互依存

关系。进而在制度设计上，在以实证分析为基础，提供客观证

据的同时，思考如何构建股东的利益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参

与之间的适当平衡。从这一视点出发，本研究将把下述3个

方面作为主要分析课题：1）促进冒风险的企业治理和金融体

系的构建；2）设计适当的股东结构、以及使长期持股人与其

他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成为可能的董事会；3）通过国际比较弄

清企业业绩分布与治理结构的相关性。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企业治理制度的变化与经营者的更换（齐藤 卓尔、宫岛 英

昭、小川 亮） （DP 16-J-039）

▶The More-Money and Less-Cash Effects of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USHIJIMA Tatsuo） （DP 16-E-029）

▶ C o n v e r g e n c e  o r  E m e r g i n g  D i v e r s i t y ?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or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IYAJIMA 

Hideaki and OGAWA Ryo） （DP 16-E-053）

相关网页

企业治理分析新领域—努力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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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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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IETI-TID 2014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rieti-tid/index.

html （日文）

※1）、4）、7）的编制数据收集、系统构建和更新支援均由数

据整备课题组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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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对老年人护理、残疾人福利、保育院、教育、医疗等各个

政策领域，分别或跨领域地调查研究行政负责机构和第三部门

企业之间的规制、委托、补助等关系（即官民关系）的实际状态

和第三部门企业的经营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弄清官民关系的自

由化改革的具体方案、及通过改革重构第三部门的课题和方

向。这里所谓自由化改革，是指在提高日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革官民关系，促进多种多样的服务

提供主体之间的透明而自由的竞争，并由用户进行选择。具体

来说，就是通过对第三部门第四次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以及对

相关人员和专家等进行询问、采访调查来展开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财政上依靠政府对市民社会组织的政策建议产生的影响

—着眼于与政府自律性呈倒 U 字型关系的新理论框架

（坂本 治也） （DP 16-J-036）

▶地方政府削减雇用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变化（喜多见 富

太郎） （DP 16-J-037）

▶日本第3部门工会的课题：从可视性的观点来看（栗本 昭） 

（DP 16-J-038）

▶第3部门组织的自律性—尝试评价财政的自律性（小田

切 康彦） （DP 16-J-040）

 S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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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耐力与维持活力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泽田 康幸 FF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识别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社会的强韧性

及维持并促进恢复力的有效要素，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方法是，

第 1、以经济产业省的 BCMS（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System）先行研究课题为基础，对政策给

BCMS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第2、对企业部门在重大灾

害时实施的金融危机管理进行问卷调查，企业部门对灾害保险

和金融的需求情况、决定因素进行定量性分析。特别是弄清灾

害保险加入率低的原因，探讨提高加入率的必要因素；第3、

整理过去RIETI曾经研究过的以日本为首的各国对灾害的研

 S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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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重大灾害的对策，分离和整理出普遍因素和各种场合的

特定因素。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in the 

Corporate Insurance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2011 Thailand floods （ADACHI Daisuke, NAKATA 

Hiroyuki, SAWADA Yasuyuki and SEKIGUCHI 

Kunio） （DP 16-E-025）

老龄化社会对移民态度的调查研究

课题主任：中田 启之 SF

 

课题概要

作为劳动力短缺的对策，尽管在经济上对外国劳动者的需求

不断增加，但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反对接受移民的呼声都同

样根深蒂固。但是在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且需要更多

医疗护理等社会福利服务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老龄化社

会，接受外国劳动者的经济需求越来越显著。由于这种经济

需求的紧迫，反对开放移民政策的意见会不会减弱？本研究

将对此实施包括在日本尚属实验性提问项目在内的问卷调

查，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来说，对被调查者实施随机化实验，

向他们随机发布关于接受移民的实际状况、接受移民的经济

根据、潜在的移民属性等信息，测算信息和利害关系给对移

民态度带来的影响。我们期待通过本研究能够得到理论上和

实践上的启示，为制定受到有效和广泛支持的移民政策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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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创业后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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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6

 S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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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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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创业意愿与创业准备的计量分析（松田 尚子、土屋 隆

一郎、池内 健太、冈室 博之） （DP 16-J-009）

属于特定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15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其他）�

上述之外的2014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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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Does Ownership Really Matter? The role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IYAJIMA Hideaki, HODA Takaaki and OGAWA 

Ryo） （DP 15-E-078）

政策论文
▶企业治理制度改革的视点：混合型结构的精密调节与摆脱劣势

均衡（宫岛 英昭） （PDP 15-P-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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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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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第三部门治理与地方创生（喜见多 富太郎） （DP 15-J-021）

▶日本准市场的起源与发展—从医疗到福利、再到教育（后 房

雄） （DP 15-J-022）

▶公共服务改革的进展与第三部门组织—社团法人、财团法人

的新发展（后 房雄） （DP 15-J-023）

▶从2014年度第三部门调查分析探讨第三部门与政治、行政的

相互作用的实况（坂本 治也） （DP 15-J-025）

课题名：关于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和企业国际化活动

的调查研究
课题主任：伊藤 公二 CF

工作论文
▶世界金融危机后日本制造业的出口动向：基于企业数据进行的

分析（伊藤 公二、平野 大昌、行本 雅） （DP 15-J-037）

其他特别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关于中国铁路物流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孟 健军、张 红咏） 

（DP 15-J-024）

▶对石油价格中长期展望的考察—关于美国页岩油气生产方活

动的经济学分析（戒能 一成） （DP 15-J-039）

▶行业状况展望的不确定性与设备投资（森川 正之） （DP 15-J-

040）

▶企业间“挣钱能力”的差距（森川 正之） （DP 15-J-047）

▶外国游客与住宿业的生产率（森川 正之） （DP 15-J-049）

▶知识•信息集约型服务业的所在地与生产率（森川 正之） （DP 

15-J-050）

▶汇率预测的不确定性与出口（森川 正之） （DP 15-J-051）

▶男女职业分工的原因与结果——促进女性发挥作用的一个重大

障碍（山口 一男） （DP 16-J-001）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企业经营（森川 正之） （DP 16-J-005）

▶国内无工厂的制造业企业：日本的实态与特征（森川 正之） （DP 

16-J-006）

▶电力体制改革政策评价模型的开发（戒能 一成） （DP 16-J-

012）

▶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与经济活动（伊藤 新） （DP 16-J-016）

▶Does Agglomeration Discourage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0-2010 

（KONDO Keisuke） （DP 15-E-067）

▶Pension Reform and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in Japan （KITAO Sagiri） （DP 15-E-076）

▶Effectively Opening Labor and Capital Markets: The 

interplay amo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nd 

immigration （TOMOHARA Akinori） （DP 15-E-079）

▶Endogenous Business Cycles Caused by Nonconvex 

Costs and Interactions （ARATA Yoshiyuki） （DP 15-E-

085）

▶Extensions of Rubin’s Causal Model for a Latent-

Class Treatment Variable: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employers’ work-life balance policies on women’s 

income attainment in Japan （YAMAGUCHI Kazuo） 

（DP 15-E-090）

▶Population Density, Fertility, and Childcare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wo-Regio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ISHIDA Ryo, OGURO Kazumasa 

and YASUOKA Masaya） （DP 15-E-093）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sia: Lessons 

from the Nordics （KINOSHITA Yuko and GUO Fang） 

（DP 15-E-102）

▶Wage Premiums for Exporter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linked employer-

employee data （TANAKA Ayumu） （DP 15-E-106）

▶Trends in Stock-Bond Correlations （OHMI Harumi and 

OKIMOTO Tatsuyoshi） （DP 15-E-115）

▶Clamoring for Greenbacks: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the U.S. dollar in international debt （ITO Hiroyuki 

and Cesar RODRIGUEZ） （DP 15-E-119）

▶Loan Monitoring and Bank Risk （Norvald INSTEFJORD 

and NAKATA Hiroyuki） （DP 15-E-121）

▶The Role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in Wage 

Determin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LIU Yang） （DP 

15-E-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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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特别研讨会

“U.S.-Japan Relations, Japanese-Americans, and Silicon 

Valley: A personal perspective” （2015/4/3）

OECD-RIETI特别会议

“亚洲的绿色增长”（2015/5/1）

RIETI重点课题研讨会
▶第12次“通过技术革新、新陈代谢、全球化搞活日本经济─

经济学家奖获奖者座谈”（2015/6/19）

▶第13次“AI与经济社会的未来”（2015/9/28）

▶第14次“日本经济的路线—圆城寺奖/日经•经济图书文化

奖获奖者谈对日本劳动市场和直接投资”（2016/3/25）

青木昌彦先生追悼研讨会

“时代变迁30年：从比较制度分析看日本的航向”（2015/10/6）

大分市•RIETI经济研讨会

“地方创生与经济增长：什么是有效的政策？”（2015/10/26）

KIET-TIER-RIETI�Workshop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2015/10/27）

International�Seminar（2015/12/7）

CEPR-RIETI�工作研讨会

“Fiscal Sustainability”（2015/12/10）

RIETI政策研讨会

“ 让日本 经 济 走向 新 的 增长 轨 道 ：基 于 证 据 的 基 本 设 计 ”

（2016/2/18）

出版物

“不断扩大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

（清田 耕造 著）

NTT出版、2015年5月

“新新贸易理论是什么？—企业的异质性与21世纪的国际经济”

（田中 鲇梦 著）

MINERVA书房、2015年12月

“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

（藤田 昌久 编著）

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3月

▶Labor Market and the Native-Immigrant Wage Ga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LIU Yang and KAWATA 

Keisuke） （DP 15-E-142）

▶Trade Invoicing in the Major Currencies in the 

1970s-1990s: Lessons for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ITO Hiroyuki and KAWAI Masahiro） （DP 16-E-005）

▶Uncertainty over Exchange Rate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dispersion of expectations as a 

measure of uncertainty （MORIKAWA Masayuki） （DP 

16-E-010）

▶Gender Gaps in Japan and Kore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ates of promotions to managing 

positions （YOUM Yoosik and YAMAGUCHI Kazuo） 

（DP 16-E-011）

▶Business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companies （MORIKAWA Masayuki） （DP 16-

E-014）

▶Employment and Starting Wages of New Graduates in 

China: Using the latest available survey data （LIU 

Yang） （DP 16-E-021）

▶Exports, Exchange Rates, and Productivity: A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 

（KATO Atsuyuki） （DP 16-E-045）

政策论文
▶人口减少、创新、经济增长（吉川 洋） （PDP 15-P-017）

▶政策的不确定性：利用企业调查进行观察（森川 正之） （PDP 

16-P-005）

▶从经济的视点看“科学”——思考方式与日本的情况（后藤 康

雄） （PDP 16-P-006）

▶What Decides the L ifespan of Standardized 

Technologies? The first look at de jure standards in 

Japan （TAMURA Suguru） （PDP 15-P-012）

学术论文
▶Hot and Cold Spot Analysis Using Stata （KONDO 

Keisuke） （TP 15-T-001）

▶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Creating 

spatially lagged variables in Stata （KONDO Keisuke） 

（TP 16-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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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工作论文（Discussion Paper） ※以下为2015年4月—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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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可以下载。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dp.html

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5-J-013 2015/4 住房市场和住房投资的动向 宇南山 卓（RIETI） VI-其他

15-J-014 2015/4 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品车制造商与直接供应商的交易结构及其变化 乡古 浩道（（株）丰田中央研究所） V-其他

15-J-015 2015/4 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企业业绩：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佐藤 仁志（RIETI）
张 红咏（RIETI）
若杉 隆平（RIETI）

I-其他

15-J-016 2015/4
使用主观性收入预测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验证―使用中国的微观数
据

殷 婷（RIETI）
暮石 涉（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若林 绿（东北大学）

VIII-7

15-J-017 2015/4 解析交易关系公开化给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生产率带来的影响

池内 健太（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深尾 京司（RIETI）
乡古 浩道（（株）丰田中央研究所）
金 荣愨（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V-其他

15-J-018 2015/5 教育方法与劳动市场的评价―日本的实证研究
西村 和雄（RIETI）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VII-其他

15-J-019 2015/5 要求金钱补偿金额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鹤 光太郎（RIETI）
久米 功一（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户田 淳仁（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VII-1

15-J-020 2015/5 关于多样化正式员工的技能与生活满足度的实证分析
久米 功一（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鹤 光太郎（RIETI）
户田 淳仁（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VII-1

15-J-021 2015/5 第三部门治理与地方创生 喜见多 富太郎（RIETI） SP-其他

15-J-022 2015/5 日本准市场的起源与发展―从医疗到福利、再到教育 后 房雄（RIETI） SP-其他

15-J-023 2015/5 公共服务改革的进展与第三部门组织―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新发展 后 房雄（RIETI） SP-其他

15-J-024 2015/5 关于中国铁路物流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孟 健军（RIETI）
张 红咏（RIETI）

其他

15-J-025 2015/5
从2014年度第三部门调查分析探讨第三部门与政治·行政的相互作用
的实况

坂本 治也（关西大学） SP-其他

15-J-026 2015/6 澳大利亚的竞争中立性规则―对TPP国有企业规则谈判的启示 川岛 富士雄（名古屋大学） I-4

15-J-027 2015/6 日本企业引进云计算服务及其经济效果
金 荣愨（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V-其他

15-J-028 2015/6 金融顺畅化法结束后对金融实态调查结果的概要

植杉 威一郎（RIETI）
深沼 光（日本政策金融金库）
小野 有人（中央大学）
胥 鹏（法政大学）
鹤田 大辅（日本大学）
根本 忠宣（中央大学）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
安田 行宏（一桥大学）
家森 信善（神户大学）
渡边 和孝（庆应义塾大学）
岩木 宏道（一桥大学）

VI-其他

15-J-029 2015/6 人事方针与人事措施的关系对企业增长产生的影响 西冈 由美（立正大学） V-其他

15-J-030 2015/6
免除研发税能否促进研发投资？―通过资本成本与内部资金的效果
验证

细野 薰（RIETI）
布袋 正树（关西国际大学）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

V-其他

15-J-031 2015/6
从以投资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nvestment-Based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看投资和资产收益率

宫川 努（RIETI）
泷泽 美帆（东洋大学）

V-其他

15-J-032 2015/6 总经理更换与企业业绩：日美比较分析
泉 敦子（华盛顿大学）
权 赫旭（RIETI）

V-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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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033 2015/6
可再生能源补贴与抵消关税的经济分析―以中美太阳能电池贸易纠
纷事例为中心

蓬田 守弘（上智大学） I-4

15-J-034 2015/6 专职主妇家庭的贫困：实际情况和原因 周 燕飞（劳动政策研究与研修机构） VIII-7

15-J-035 2015/6 日本企业的资金再分配
植杉 威一郎（RIETI）
坂井 功治（京都产业大学）

VI-其他

15-J-036 2015/7 通往亚洲的空中之门 那霸枢纽机场的发展潜力

伊藤 匡（亚洲经济研究所）
岩桥 培树（琉球大学）
石川 良文（南山大学）
中村 良平（RIETI）

III-5

15-J-037 2015/7 世界金融危机后日本制造业的出口动向：基于企业数据进行的分析
伊藤 公二（RIETI）
平野 大昌（同志社大学）
行本 雅（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SP-其他

15-J-038 2015/7 使用多地区间CGE模型，分析为振兴冲绳自立型经济的财政措施效果
冲山 充（丽泽大学）
池川 真里亚（筑波大学）
德永 澄宪（丽泽大学）

III-5

15-J-039 2015/7
对石油价格中长期展望的考察―关于美国页岩油气生产方活动的经
济学分析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5-J-040 2015/7 行业状况展望的不确定性与设备投资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5-J-041 2015/7
设计活动是否对提高企业生产率做出了贡献？―使用企业活动调查、
民研调查的分析

川上 淳之（帝京大学）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V-其他

15-J-042 2015/7
中国利用反垄断法的动向―关于“敲打外企”和“产业政策工具”的
批评

川岛 富士雄（名古屋大学） I-4

15-J-043 2015/7 以竞争法解决需要标准规格的专利问题 川滨 升（RIETI） VI-5

15-J-044 2015/7 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制造业企业恢复过程的分析 滨口 伸明（RIETI） III-1

15-J-045 2015/7 基于空间经济学对吸管效应的验证―以明石海峡大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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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J-046 2015/7
国际贸易与私人商业标准―在WTO/SPS委员会上的讨论与WTO外
的应对

内记 香子（大阪大学） I-6

15-J-047 2015/8 企业间挣钱能力的差距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5-J-048 2015/8 组织改革对生产率是否产生影响？
川上 淳之（帝京大学）
浅羽 茂（早稻田大学）

V-其他

15-J-049 2015/8 外国游客与住宿业的生产率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5-J-050 2015/8 知识、信息集约型服务业的所在地与生产率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5-J-051 2015/8 汇率预测的不确定性与出口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5-J-052 2015/8
使用消费内生化产业相关模型分析六次产业化事业的地区经济效果
―以冲绳县为例

阿久根 优子（丽泽大学）
石川 良文（南山大学）
中村 良平（RIETI）

III-5

15-J-053 2015/9
对产业用电需求应答的潜在评价：把工厂特征考量在内的供求调整合
同分析

五十川 大也（东京大学）
大桥 弘（RIETI）

VI-1

15-J-054 2015/10
日本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与贸易结算货币选择：2014年度日本企业海
外当地法人问卷调查结果概要

伊藤 隆敏（RIETI）
鲤渊 贤（中央大学）
佐藤 清隆（横滨国立大学）
清水 顺子（学习院大学）

II-其他

15-J-055 2015/10 关于调整水稻生产的模拟分析：改种作物及农田改营光伏的政策效果
齐藤 经史（东京大学）
大桥 弘（RIETI）

VI-1

15-J-056 2015/10 环保相关产品的关税抵消―对WTO规则的政策性提示 蓬田 守弘（上智大学） I-6

15-J-057 2015/10
外国直接投资的环保行为带来的溢出效果―使用越南制造业企业数
据的分析

神事 直人（RIETI）
鹤见 哲也（南山大学）

I-6

15-J-058 2015/11 竞争法对资源国有企业的限制：盖茨普罗姆事件 武田 邦宣（大阪大学） I-4

15-J-059 2015/11
各国对外国国有企业和政府基金资金的监管―如何兼顾开放性和安
全保障

伊藤 一赖（北海道大学）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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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060 2015/12 日本董事会改革的效果分析
金 荣愨（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V-其他

15-J-061 2015/12 关于行使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问题 铃木 将文（名古屋大学） IV-3

15-J-062 2015/12 晋升管理职位对心理健康产生什么影响 佐藤 一磨（明海大学） VII-5

15-J-063 2015/12 产业政策和产业集聚：对“产业集群计划”的评估
大久保 敏弘（庆应义塾大学）
冈崎 哲二（RIETI）

IX-3

15-J-064 2015/12 1950年代日本设备现代化与生产率：钢铁产业的“产业合理化”
冈崎 哲二（RIETI）
是永 隆文（专修大学）

IX-3

16-J-001 2016/1 男女职业分工的原因与结果―促进女性发挥作用的一个重大障碍 山口 一男（RIETI） 其他

16-J-002 2016/1 日本的创新与雇用增长：基于《企业活动基本调查》个案调查分析

金 荣愨（专修大学）
池内 健太（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权 赫旭（RIETI）
深尾 京司（RIETI）

V-其他

16-J-003 2016/2
企业层面的能源效率性推测及其变化原因的分析―产业集聚对能源
高效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田中 健太（武藏大学）
马奈木 俊介（RIETI）

VI-3

16-J-004 2016/2 研究人员的多样性对申请专利行动产生影响的定量性分析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乾 友彦（RIETI）

VII-6

16-J-005 2016/2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企业经营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6-J-006 2016/2 国内无工厂的制造业企业：日本的实态与特征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6-J-007 2016/2
社会保险费用负担是否抑制了企业投资？―使用个案数据对设备、
研究开发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小林 庸平（RIETI）
中田 大悟（RIETI）

VIII-4

16-J-008 2016/2
正式员工的劳动时间制度与工作方式―RIETI《2014年度正式员工
与非正式员工的多样化工作方式及其意识的网络调查》结果分析

户田 淳仁（利库路特工作研究所） VII-1

16-J-009 2016/2 关于创业意愿与创业准备的计量分析

松田 尚子（RIETI）
土屋 隆一郎（东洋大学）
池内 健太（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冈室 博之（一桥大学）

SP-7

16-J-010 2016/3
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与妻子的就业决定―丈夫的工作方式与家庭分
工意识的实证分析

鹤 光太郎（RIETI）
久米 功一（利库路特工作研究所）

VII-1

16-J-011 2016/3 针对国有企业的国际规则―公平竞争型规则的进展 东条 吉纯（立教大学） I-4

16-J-012 2016/3 电力体制改革政策评价模型的开发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6-J-013 2016/3
互联网5分钟认知行动疗法与只接受自我感情的专注力训练能够减轻
抑郁症吗？―使用随机化比较试验进行验证

野口 玲美（千叶大学）
关泽 洋一（RIETI）
宗 未来（庆应义塾大学）
山口 创生（国立精神及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精神
保健研究所）
清水 荣司（千叶大学）

VII-4

16-J-014 2016/3 关于日本企业技术经验的拥有情况与流失状态的问卷调查
渡部 俊也（RIETI）
平井 佑理（东京大学政策前景研究中心）

IV-7

16-J-015 2016/3
正式员工晋升管理职位的决定性因素及男女间的差距―基于员工与
企业的匹配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马 欣欣（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幹 友彦（RIETI）

VII-6

16-J-016 2016/3 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与经济活动 伊藤 新（RIETI） 其他

16-J-017 2016/3 东日本大地震给生产活动带来的影响：使企业早期恢复的原因分析
乾 友彦（RIETI）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一宫 央树（东京工业大学）

VI-3

16-J-018 2016/3 债券发行者的资产风险变化与资本市场的评估―J-REIT的个案研究
江上 雅彦（京都大学）
细野 熏（RIETI）

VI-9

16-J-019 2016/3 推动女性发挥作用与削减劳动时间的可能性：基于经济学研究的考察 山本 勋（RIETI） VII-6

16-J-020 2016/3 战后韩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启动与发展―对“汉江奇迹”的考察 林 采成（立教大学） IX-1

16-J-021 2016/3
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机构及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活动的评价―企业
年龄是否使评价产生差异？

家森 信善（RIETI） V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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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022 2016/3
围绕“大学教育无用论”的考察―对文员综合职务录用面试负责人的
问卷调查分析

浜中 淳子（大学入学考试中心） VII-1

16-J-023 2016/3 引进无保证人贷款与企业的筹资和业绩
植杉 威一郎（RIETI）
内田 浩史（神户大学）
岩木 宏道（一桥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

VI-9

16-J-024 2016/3
日本企业的“成果主义”人事制度―198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制度
变化”史

梅崎 修（法政大学）
Arjan KEIZER（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

VII-1

16-J-025 2016/3 韩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 吕 寅满（江陵原州大学） IX-1

16-J-026 2016/3 世纪转换期的贸易产业和经济产业政策的变化 武田 晴人（RIETI） IX-1

16-J-027 2016/3 高速增长期台湾经济的需求结构 湊 照宏（大阪产业大学） IX-1

16-J-028 2016/3 团体还是个人：激励机制对儿童的学习效率产生的效果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
萱场 丰（一桥大学）

VII-1

16-J-029 2016/3 机械工业化与产业政策
河村 德士（RIETI）
武田 晴人（RIETI）

IX-1

16-J-030 2016/3 产业及职业经验对有配偶女性的再就业行动产生的影响
佐藤 一磨（明海大学）
深堀 辽太郎（金泽学院大学）
野崎 华世（高知大学）

VII-6

16-J-031 2016/3 通过银行部门验证金融政策的效果―使用宏观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庄司 启史（众议院） VIII-1

16-J-032 2016/3 量化宽松及负利率政策的财政成本与处理方法 深尾 光洋（RIETI） VIII-1

16-J-033 2016/3 通产省（经产省）的产业调整政策 渡边 纯子（京都大学） IX-1

16-J-034 2016/3 通过企业负债验证金融政策的效果―使用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庄司 启史（众议院） VIII-1

16-J-035 2016/3
日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与贸易结算货币选择《2013年度关于日本企
业的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问卷调查》结果概要

伊藤 隆敏（RIETI）
鲤渊 贤（中央大学）
佐藤 清隆（横滨国立大学）
清水 顺子（学习院大学）

II-其他

16-J-036 2016/3
财政上依靠政府对市民社会组织的政策建议产生的影响―着眼于与
政府自律性呈倒U字型关系的新理论框架

坂本 治也（关西大学） SP-3

16-J-037 2016/3 地方政府削减雇用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变化 喜多见 富太郎（RIETI） SP-3

16-J-038 2016/3 日本第3部门工会的课题：从可视性的观点来看 栗本 昭（法政大学） SP-3

16-J-039 2016/3 企业治理制度的变化与经营者的更换
齐藤 卓尔（庆应义塾大学）
宫岛 英昭（RIETI）
小川 亮（早稻田大学）

SP-1

16-J-040 2016/3 第3部门组织的自律性―尝试评价财政的自律性 小田切 康彦（德岛大学） SP-3

英文DP

15-E-039 2015/4
"Dissolve the Keiretsu, or Di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sintermediation in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suppl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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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15-E-040 2015/4
On the Stochastic Macro-equilibrium and a Micro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HIRAGUCHI Ryoji （Chiba University） VI-其他

15-E-041 2015/4
Trade Liberalisation,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and Market 
Size

Rikard FORSLID （Stockholm University）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Mark SANCTUARY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I-其他

15-E-042 2015/4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Demand and Supply Factors on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OHYAMA Atsu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其他

15-E-043 2015/4 Why Was Japan Left Behind in the ICT Revolution?

FUKAO Kyoji （RIETI）
IKEUCHI Kent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YoungGak KIM （Senshu University）
KWON Hyeog Ug （RIETI）

V-其他

15-E-044 2015/4 Understanding Japan's Capital Goods Export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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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045 2015/4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Chinese Workers, 
1992-2012

ZHANG Hongyong （RIETI） I-其他

15-E-046 2015/4
Innovation and Legal Enforcement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overseas subsidiaries 
of the Japanese auto-parts suppliers

TAKEDA Yosuke （Sophia University）
UCHIDA Ichihiro （Aichi University）

V-其他

15-E-047 2015/4 Buyers, Suppliers, and R&D Spillovers

IKEUCHI Kenta （NISTEP）
René BELDERBOS （University of Leuven / 
UNU-MERIT / Maastricht University）
FUKAO Kyoji （RIETI）
Young Gak KIM （Senshu University）
KWON Hyeog Ug （RIETI）

V-其他

15-E-048 2015/4
Accounting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Chinese 
Economy

Harry X. WU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其他

15-E-049 2015/4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Patterns between Research 
Establishments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RIETI）

III-8

15-E-050 2015/4
Investment Distortion by Collateral Requirement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Es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VI-其他

15-E-051 2015/4
No Lending Relationships and Liquidity Management of Small 
Businesses during a Financial Shock

TSURUTA Daisuke （Nihon University） VI-其他

15-E-052 2015/4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KAWASAKI Kentaro （Toyo University）
WANG Zhiqian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其他

15-E-053 2015/4
Learning by Export: Does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affiliate 
companies matter?

HOSONO Kaoru （Gakushuin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V-其他

15-E-054 2015/5
A Half Century of Trans-Pacific Competition: Price level 
indices and productivity gaps for Japanese and U.S. 
industries, 1955-2012

Dale W. JORG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NOMURA Koji （RIETI）
Jon D. SAMUEL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V-其他

15-E-055 2015/5
Do Intangibles Contribute to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

Hyunbae CHUN （Sogang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RIETI）
Hak Kil PY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TONOGI Konomi （Kanagawa University） 

V-其他

15-E-056 2015/5 Buyer-Supplier Networks and Aggregate Volatility

MIZUNO Takayuki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SOUMA Wataru （Nihon University）
WATANABE Tsutomu （University of 
Tokyo） 

VI-其他

15-E-057 2015/5 Network-motivated Lending Decisions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OKUI Ryo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 
Kyoto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RIETI） 

VI-其他

15-E-058 2015/5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Technical Changes in 
Japanese Industries, 1955-2012

KONISHI Yoko （RIETI）
NOMURA Koji （RIETI）

V-其他

15-E-059 2015/5 The Japan-U.S. Price Level Index for Industry Outputs
NOMURA Koji （RIETI）
MIYAGAWA Kozo （Keio University）

V-其他

15-E-060 2015/5 Parallel Imports and Repair Services

ISHIKAWA Jota （RIETI）
MORITA Hodak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MUKUNOKI Hiro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I-其他

15-E-061 2015/5 Risk Taking and Firm Growth XU Peng （Hosei University） VI-其他

15-E-062 2015/5
The Prodigal Son: Does the younger brother always care for 
his parents in old age?

KOMURA Mizuki （Nagoya University）
OGAWA Hikaru （Nagoya University）

VIII-7

15-E-063 2015/5
Consumer Valuation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vestments: The 
case of Vietnam's air conditioner market

MATSUMOTO Shigeru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OMATA Yukiko （Waseda University）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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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064 2015/5
Understanding Two Types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Value of Outcomes from 
Bilateral Inter-firm R&D Alliances

HUO Dong （Nanjing University）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IV-其他

15-E-065 2015/5
Ho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ffect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 study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multiagent simulation

KWON Seokbeom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IV-其他

15-E-066 2015/5
Impacts of FTAs and BITs on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URATA Shujiro （RIETI） I-其他

15-E-067 2015/5
Does Agglomeration Discourage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0-2010

KONDO Keisuke （RIETI） 其他

15-E-068 2015/5 Does Retirement Change Lifestyle Habits?

MOTEGI Hiroyuki （University of Tokyo）
NISHIMURA Yoshinori （University of 
Tokyo）
TERADA Kazuyuki （University of Tokyo）

VIII-2

15-E-069 2015/5
The Well-Being of Elderly Survivors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SUGANO Saki （Kobe University） VIII-2

15-E-070 2015/6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ntropy to Equilibrium in 
Macroeconomics

AOYAMA Hideaki （RIETI）
IYETOMI Hiroshi （Niigata University）
SOUMA Wataru （Nihon University）
YOSHIKAWA Hiroshi （RIETI）

VI-7

15-E-071 2015/6
Monetary Incentives for Corporate Inventors: Intrinsic 
motivation, project selection and inven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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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1

15-E-072 2015/6
Use of Grace Periods and Their Impact on Knowledge Flow: 
Evidence from Japan

NAGAOKA Sadao （RIETI）
NISHIMURA Yoichiro （Kanagawa 
University）

IV-1

15-E-073 2015/6
Nonprofit/For-profit Facility and Difference of Wag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elderly care 
industry

ITO Yutaka （Hiroshima University）
KAWATA Keisuke （Hiroshima University）
YIN Ting （RIETI）

VIII-7

15-E-074 2015/6
The Effects of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during a Recession 
on Consumption and Asset Holding

KAWAGUCHI Daiji （RIETI）
KONDO Ayak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VII-2

15-E-075 2015/6 Th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s on Training HARA Hiromi （Japan Women's University） VII-2

15-E-076 2015/6 Pension Reform and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in Japan KITAO Sagiri （RIETI） 其他

15-E-077 2015/6
Determinants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level Productivity

FUJII Daisuke （RIETI）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RIETI）

VI-其他

15-E-078 2015/6
Does Ownership Really Matter? The role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IYAJIMA Hideaki （RIETI）
HODA Takaaki （Showa Women's 
University）
OGAWA Ryo （Waseda University）

SP-其他

15-E-079 2015/7
Effectively Opening Labor and Capital Markets: The interplay 
amo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nd immigration

TOMOHARA Akinori （RIETI） 其他

15-E-080 2015/7
Choice of Invoice Currency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Sales 
Networks: The case of Japanese overseas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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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其他

15-E-081 2015/7
Market Structure and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intermediate 
goods market

NISHITATENO Shuhei （RIETI） V-其他

15-E-082 2015/7
Organizing for Change: Preference diversity, effort incentives, 
and separation of decision and execution

ITOH Hideshi （RIETI） IV-5

15-E-083 2015/7
Trade-offs in Compensating Transfers for a Multiple-skill 
Model of Occupational Choice

ICHIDA Toshihiro （Waseda University） 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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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084 2015/7
Economic and Political Networks and Firm Opennes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SHIMAMOTO Daichi （Waseda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

I-2

15-E-085 2015/7
Endogenous Business Cycles Caused by Nonconvex Costs 
and Interactions

ARATA Yoshiyuki （RIETI） 其他

15-E-086 2015/7
Export Experienc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Firm Survival 
in Export Markets

INUI Tomohiko （RIETI）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其他

15-E-087 2015/7
Can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Borrow More Than 
Those Without?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for Indonesia

FU Jiangtao （Waseda University）
SHIMAMOTO Daichi （Waseda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

I-2

15-E-088 2015/7
Performance-related Pa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

KATO Takao （Colgate University）
KODAMA Naomi （RIETI）

V-其他

15-E-089 2015/7
Industry-level Factor Inputs and TFP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1970-2008

TOKUI Joji （RIETI）
MAKINO Tatsu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FUKAO Kyoji （RIETI）

V-其他

15-E-090 2015/7

Extensions of Rubin's Causal Model for a Latent-Class 
Treatment Variable: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employers' 
work-life balance policies on women's income attainment in 
Japan

YAMAGUCHI Kazuo （RIETI） 其他

15-E-091 2015/7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Real Estate Prices on Firm 
Investment

HAZAMA Mako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UESUGI Iichiro （RIETI）

VI-其他

15-E-092 2015/7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s in the TPP Negotiation: Is it 
a win-win for Vietnam?

LE Thi Anh Nguyet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Law）

I-4

15-E-093 2015/7
Population Density, Fertility, and Childcare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wo-Regio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ISHIDA Ryo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Finance）
OGURO Kazumasa （RIETI）
YASUOKA Masaya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其他

15-E-094 2015/7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TOKUI Joji （RIETI）
KAWASAKI Kazuyasu （Toyo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RIETI）

V-其他

15-E-095 2015/7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Spouses in 
Moder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ity of Qingdao

KAWATA Keisuke （Hiroshima University）
WANG Meixin （Qingdao University）
YIN Ting （RIETI）

VIII-7

15-E-096 2015/8
Cognitive Distances in Prior Art Search by the Triadic Patent 
Off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s

WADA Tetsuo （Gakushuin University） IV-1

15-E-097 2015/8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Disaster Planning and Post-Disaster 
Aid: Examining the impact on plants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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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1

15-E-098 2015/8
Asymmetric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Japanese 
Exports: Application of the threshold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Thi-Ngoc Anh NGUYEN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II-其他

15-E-099 2015/8
Are Japanese Men of Pensionable Age Underemployed or 
Overemployed?

USUI Emik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HIMIZUTANI Satoshi （RIETI）
OSHIO Taka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II-2

15-E-100 2015/8 An Airline Merger and its Remedies: JAL-JAS of 2002
DOI Naoshi （Sapporo Gakuin University）
OHASHI Hiroshi （RIETI）

VI-5

15-E-101 2015/8
Are There Trade-offs between the Existing and New Foreign 
Activities?

ITO Yukiko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V-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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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02 2015/8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sia: Lessons from the 
Nordics

KINOSHITA Yuko （RIETI）
GUO Fang （Hubei University）

其他

15-E-103 2015/8 Product Switch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ndrew B. BERNARD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 CEPR & NBER）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III-1

15-E-104 2015/8
Impacts of Japan's FTAs on Trade: The cases of FTAs with 
Malaysia, Thailand, and Indonesia

ANDO Mitsuyo （Keio University）
URATA Shujiro （RIETI）

I-其他

15-E-105 2015/8
The Use of Science for Inventions and its Identification: 
Patent level evidence matched with survey

NAGAOKA Sadao （RIETI）
YAMAUCHI Isamu （RIETI）

IV-1

15-E-106 2015/9
Wage Premiums for Exporter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TANAKA Ayumu （RIETI） 其他

15-E-107 2015/9
The Role of the Precautionary and Polluter Pays Principles in 
Assessing Compensation

ISHIKAWA Tomoko （University of 
Tsukuba）

I-6

15-E-108 2015/9
Fresh Brain Power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Citie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patent database

HAMAGUCHI Nobuaki （RIETI）
KONDO Keisuke （RIETI）

III-1

15-E-109 2015/9
Trade Integration, Welfare, and Horizontal Multinationals: A 
three-country model

Fabio CERINA （CRENoS, University of 
Cagliari）
MORITA Tadashi （Kindai University）
YAMAMOTO Kazuhiro （Osaka University）

III-3

15-E-110 2015/9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and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AGO Takanori （Senshu University） III-3

15-E-111 2015/9
Team Produc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Creativity across 
Global and Local Sectors

NAGAMACHI Kohei （Kagawa University） III-3

15-E-112 2015/9
Work-Life Balance Practices, Performance-Related Pa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Japan

KATO Takao （Colgate University）
KODAMA Naomi （RIETI）

V-其他

15-E-113 2015/9
Combining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across Borders and 
Nationa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inventions applied through 
PCT

TSUKADA Naotoshi （RIETI）
NAGAOKA Sadao （RIETI）

IV-1

15-E-114 2015/9
Impacts of Leaving Paid Work on Health, Functions, and 
Lifestyl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JSTAR panel data

HASHIMOTO Hideki （University of Tokyo） VIII-2

15-E-115 2015/9 Trends in Stock-Bond Correlations
OHMI Harumi （Mizuho-DL Financial 
Technology Co., Ltd.）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15-E-116 2015/10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Multiple Destinations
MIYAGIWA Kaz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ATO Yasuhiro （Osaka University）

III-3

15-E-117 2015/10 Wealth Inequality, or r-g, in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HIRAGUCHI Ryoji （Chiba University） VI-8

15-E-118 2015/10 Elastic Labor Supply and Agglomeration

AGO Takanori （Senshu University）
MORITA Tadashi （Kindai University）
TABUCHI Takatoshi （RIETI）
YAMAMOTO Kazuhiro （Osaka University）

III-3

15-E-119 2015/10
Clamoring for Greenbacks: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the 
U.S. dollar in international debt

ITO Hiroyuki （RIETI）
Cesar RODRIGUEZ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其他

15-E-120 2015/10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umpy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ARATA Yoshiyuki （RIETI）
KIMURA Yosuke （University of Tokyo）
MURAKAMI Hiroki （University of Tokyo）

VI-8

15-E-121 2015/10 Loan Monitoring and Bank Risk
Norvald INSTEFJORD （University of 
Essex）
NAKATA Hiroyuki （RIETI）

其他

15-E-122 2015/10
Offshoring,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FURUSAWA Tai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TO Keiko （Senshu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 （RIETI）
Heiwai TA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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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23 2015/10
Regional Factor Inputs and Convergence in Japan: A macro-
level analysis, 1955-2008

FUKAO Kyoji （RIETI）
MAKINO Tatsu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UI Joji （RIETI）

V-其他

15-E-124 2015/11 Lessons from Japan's Secular Stagnation

FUKAO Kyoji （RIETI）
IKEUCHI Kent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KWON Hyeog Ug （RIETI）
YoungGak KIM （Senshu University）
MAKINO Tatsu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V-其他

15-E-125 2015/11
Discriminatory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AMADA Dai （Kobe University） I-4

15-E-126 2015/11
How Does UNESCO's Conven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Affect 
Trade in Cultural Goods?

JINJI Naoto （RIETI）
TANAKA Ayumu （RIETI）

I-4

15-E-127 2015/11 Effect of Foreign Affiliates on Exporting and Markups
ZHANG Hongyong （RIETI）
ZHU Lianming （Kyoto University）

I-其他

15-E-128 2015/11
Inventors' Mobility and Organizations'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are name inventors

SAITO Yukiko Umeno （RIETI）
YAMAUCHI Isamu （RIETI）

IV-9

15-E-129 2015/11 Can Guest Workers Solve Japan's Fiscal Problems?

Selahattin IMROHOROGLU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KITAO Sagiri （Keio University）
YAMADA Tomoaki （Meiji University）

VIII-6

15-E-130 2015/11
Does Exporting Improve Firms' CO2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Energy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JINJI Naoto （RIETI）
SAKAMOTO Hiroaki （Chiba University）

I-6

15-E-131 2015/11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Export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II-2

15-E-132 2015/11
Dynamic Effects of Patent Pools: Evidence from inter-
generational competition in optical disk industry

SHIMBO Tomoyuki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NAGAOKA Sadao （RIETI）
TSUKADA Naotoshi （RIETI）

IV-3

15-E-133 2015/11
The Role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in Wage Determin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LIU Yang （RIETI） 其他

15-E-134 2015/11 Identifying Competition Neutrality of SOEs in China
WATANABE Mariko （Gakushuin 
University）

I-4

15-E-135 2015/12
Demand for Secondhand Goods and Consumers' Prefer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analysis using the field 
experimental data of Vietnamese consumers

HIGASHIDA Keisaku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Nguyen Ngoc MAI （Hanoi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I-6

15-E-136 2015/12 Evolution of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AOKI Reiko （RIETI）
ARAI Yasuhiro （Kochi University）

IV-3

15-E-137 2015/12
Product Dynamics and Aggregate Shock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roduct and firm level data

Robert DEK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KAWAKAMI Atsushi （Teikyo University）
KIYOTAKI Nobuhiro （Princeton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RIETI）

V-其他

15-E-138 2015/12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Government Guaranteed 
Loan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Es

Hyonok KIM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YASUDA Yukihi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9

15-E-139 2015/12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Employment in 
a Segmented Labor Market

YOKOYAMA Izu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IGA Kazuhito （Kyushu University）
KAWAGUCHI Daiji （RIETI）

VII-2

15-E-140 2015/12
Declining Trends in the Real Interest Rate and Inflation: Role 
of aging

FUJITA Shigeru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FUJIWARA Ippei （RIETI）

VI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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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41 2015/12
Capital Supply Channel through Venture Capitals: Evidence 
from matched data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VI-9

15-E-142 2015/12
Labor Market and the Native-Immigrant Wage Ga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IU Yang （RIETI）
KAWATA Keisuke （Hiroshima University）

其他

15-E-143 2015/12
Input-Output Linkages of Japanese Affiliates in Mexico within 
NAFTA

KONDO Keisuke （RIETI） SP-2

16-E-001 2016/1
Intra-Firm Linkages in Multi-Segment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Kirill BORUSYAK （Harvard University）

IX-3

16-E-002 2016/1
Multi-plant Operation and Corporate Headquarters 
Separ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lant-level panel data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RIETI）

IX-3

16-E-003 2016/1
Estimating the Impacts of FTA on Foreign Trade: An analysis 
of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trade margins for the Japan-
Mexico FTA

KUNO Arata （Kyorin University）
URATA Shujiro （RIETI）
YOKOTA Kazuhiko （Waseda University）

I-其他

16-E-004 2016/1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Government-Controlled Banks in a 
Financial Crisis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VI-9

16-E-005 2016/1
Trade Invoicing in the Major Currencies in the 1970s-1990s: 
Lessons for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ITO Hiroyuki （RIETI）
KAWAI Masahiro （University of Tokyo）

其他

16-E-006 2016/1
Backfiring with Backhaul Problems: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transport costs

ISHIKAWA Jota （RIETI）
TARUI Nori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I-10

16-E-007 2016/1
Substitution between Purchased Electricity and Fuel for 
Onsite Power Gener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lant 
level analysis in Japan

KITAMURA Toshihiko （Kyushu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

VI-3

16-E-008 2016/2 Structural Estimation of the Scoring Auction Model
NAKABAYASHI Jun （Tohoku University）
HIROSE Yohsuke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V-其他

16-E-009 2016/2
Agglomerations in a Multi-region Economy: Polycentric versus 
monocentric patterns

AKAMATSU Takashi （Tohoku University）
MORI Tomoya （RIETI）
TAKAYAMA Yuki （Kanazawa University）

III-7

16-E-010 2016/2
Uncertainty over Exchange Rate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dispersion of expectations as a measure of uncertainty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E-011 2016/2
Gender Gaps in Japan and Kore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ates of promotions to managing positions

YOUM Yoosik （RIETI）
YAMAGUCHI Kazuo （RIETI）

其他

16-E-012 2016/2 Persistent Demand Shortage Due to Household Debt KOBAYASHI Keiichiro （RIETI） II-5

16-E-013 2016/2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Cost of Delaying Reform: A case 
of aging Japan

KITAO Sagiri （Keio University） VIII-6

16-E-014 2016/2
Business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Japanese companie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E-015 2016/2
Transplanting Corporate Culture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FDI and female employment in Japan

KODAMA Naomi （RIETI）
Beata S. JAVORCIK （University of Oxford）
ABE Yukiko （Hokkaido University）

VII-6

16-E-016 2016/3
Does Mental Health Matter for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Japanese firm data

KURODA Sachiko （Waseda University）
YAMAMOTO Isamu （RIETI）

VII-5

16-E-017 2016/3
Workers' Mental Health, Long Work Hours, and Workplac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workers' longitudinal data in 
Japan

KURODA Sachiko （Waseda University）
YAMAMOTO Isamu （RIETI）

VII-5

16-E-018 2016/3
Agglomeration Patterns in a Long Narrow Economy of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Analogy to a racetrack economy

IKEDA Kiyohiro （Tohoku University）
MUROTA Kazuo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KAMATSU Takashi （Tohoku University）
TAKAYAMA Yuki （Kanazawa University）

I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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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E-019 2016/3
Understanding the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Gap of 
Exporters

KIYOTA Kozo （RIETI）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Lionel NESTA （OFCE-Science Po）

V-5

16-E-020 2016/3
The Incidence of Health Insurance Cos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Japan

HAMAAKI Junya （Hosei University） VIII-4

16-E-021 2016/3
Employment and Starting Wages of New Graduates in China: 
Using the latest available survey data

LIU Yang （RIETI） 其他

16-E-022 2016/3
Incidence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A dynamic analysis

DOI Takero （RIETI） VIII-5

16-E-023 2016/3
A Comparison of the Lending Technologie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Banks

UCHIDA Hirofumi （Kobe University） VI-9

16-E-024 2016/3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apital: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OSONO Kaoru （RIETI）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YAMANOUCHI Kenta （Keio University）

V-5

16-E-025 2016/3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in the Corporate 
Insurance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2011 Thailand floods

ADACHI Daisuke （Yale University） 
NAKATA Hiroyuki （RIETI）
SAWADA Yasusyuki （RIETI）
SEKIGUCHI Kunio （RIETI） 

SP-5

16-E-026 2016/3
Econophysics Point of View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Community dynamics, synchronization, and controllability as 
example of collective motions

IKEDA Yuichi （Kyoto University）
AOYAMA Hideaki （RIETI）
IYETOMI Hiroshi （Niigata University）
MIZUNO Takayuki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OHNISHI Takaaki （University of Tokyo）
SAKAMOTO Yohei （Kyoto University）
WATANABE Tsutomu （University of 
Tokyo）

VI-7

16-E-027 2016/3
Private News and Monetary Policy: Forward guidance or the 
expected virtue of ignorance

FUJIWARA Ippei （RIETI）
WAKI Yuichiro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VIII-6

16-E-028 2016/3
From Economic Controls to Export Expansion in Postwar 
Taiwan: 1946-1960

Tsong-Min W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X-1

16-E-029 2016/3
The More-Money and Less-Cash Effects of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SHIJIMA Tatsuo （Keio University） SP-1

16-E-030 2016/3
Multiple Lenders, Temporary Debt Restructur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ontract-level data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OHASHI Kazuhik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9

16-E-031 2016/3
Choice of Invoice Currency in Japanese Trade: Industry and 
commodity lev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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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其他

16-E-032 2016/3
Firm Growth by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MURAKAMI Hiroki （University of Tokyo） VI-8

16-E-033 2016/3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the Renminbi: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 （Gakushuin University）

II-3

16-E-034 2016/3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Production Chains: 
Application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Huong Le Thu HOANG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I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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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E-035 2016/3
How do Hospitals Adopt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iques? 
An assessment through the records of AMI patients in Japan

SUGIHARA Shigeru （ESRI, Cabinet Office）
ICHIMIYA Hiroki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UI Tomohiko （RIETI）
ITO Yukiko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RIETI）
IGARASHI Isao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KAWABUCHI Koichi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V-其他

16-E-036 2016/3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Small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market for rare and intractable diseases

IIZUKA Toshiaki （RIETI）
UCHIDA Gyo （University of Tokyo） 

IV-6

16-E-037 2016/3
Why Do People Overwork at the Risk of Impairing Mental 
Health?

KURODA Sachiko （Waseda University）
YAMAMOTO Isamu （RIETI）

VII-5

16-E-038 2016/3
Inertia of the U.S. Dollar as a Key Currency through the Two 
Crises

OGAWA Eiji （RIETI）
MUTO Mako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I-3

16-E-039 2016/3
Impacts of Oil Shocks on Exchange Rate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 multi-country analysis

IWAISAKO Toku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KATA Hayato （Meisei University） 

II-3

16-E-040 2016/3
Estimation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Using 
Commodity Transaction Data

ABE Naohi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NAKURA Noriko （Osaka Sangyo 
University） 
TONOGI Akiyuk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6

16-E-041 2016/3
Role of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cases of Fraunhofer, 
NIST, CSIRO, AIST, and ITRI

Patarapong INTARAKUMNERD （GRIPS）
GOTO Akira （RIETI） 

IV-4

16-E-042 2016/3
The Telling of Japan's "Lost Decade": A comparison with the 
narration of the U.S. and EU crises

Peter VON STADEN （KEDGE Business 
School） 
KAWAMURA Satoshi （RIETI） 

IX-1

16-E-043 2016/3
Keidanren, Consumption Tax, and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90s in Japan

W. Miles FLETCHER III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TAKEDA Haruhito （RIETI）

IX-1

16-E-044 2016/3
Analyses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 of Firm Networks Based 
on the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Model and Control Theory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VI-7

16-E-045 2016/3
Exports, Exchange Rates, and Productivity: A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s

KATO Atsuyuki （RIETI） 其他

16-E-046 2016/3
DebtRank Analysis of Financial Distress Propagation on a 
Production Network in Japan

FUJIWARA Yoshi （University of Hyogo）
TERAI Masaaki （RIKEN）
FUJITA Yuji （Turnstone Research 
Institute, Inc.）
SOUMA Wataru （Nihon University） 

VI-7

16-E-047 2016/3 Two-sided Heterogeneity and Trade

Andrew B. BERNARD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
Andreas MOXNES （University of Oslo）
Karen Helene ULLTVEIT-MOE （University 
of Oslo）

III-8

16-E-048 2016/3 Firm-to-Firm Trade: Imports, exports, and the labor market

Jonathan EAT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amuel KORTUM （Yale University）
Francis KRAMARZ （CREST, ENSAE）

III-8

16-E-049 2016/3 The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Tohoku Earthquake

Robert DEK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unpyo HONG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ei XI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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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050 2016/3 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Lorenzo CALIENDO （Yale University）
Maximiliano DVORK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Fernando PARRO （Federal Reserve 
Board）

III-8

16-E-051 2016/3
Declining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and the Role of 
Intangibles in Japan

MIYAGAWA Tsutomu （RIETI）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TONOGI Konomi （Kanagawa University）

V-2

16-E-052 2016/3
The Impact of a Permanent Income Shock on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Japan's 2014 VAT increase

David CASHIN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UNAYAMA Takashi （RIETI） 

VI-8

16-E-053 2016/3
Convergence or Emerging Diversity?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or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IYAJIMA Hideaki （RIETI）
OGAWA Ryo （Waseda University）

SP-1

16-E-054 2016/3
Efficiency of the Retail Industry: Case of inelastic supply 
functions

KONISHI Yoko （RIETI）
NISHIYAMA Yoshihiko （Kyoto University） 

V-6

16-E-055 2016/3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rew B. BERNARD （Dartmouth 
College）
Andreas MOXNES （University of Oslo）
SAITO Yukiko （RIETI） 

III-8

16-E-056 2016/3
Does the Policy Lending of a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Mitigate the Credit Crunch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loan level data in Japan

SEKINO Masahiro （ISI Software Co., Ltd）
WATANABE Wako （Keio University）

VI-9

16-E-057 2016/3 Shock Propagations in Granular Networks FUJII Daisuke （RIETI） III-8

16-E-058 2016/3 Loyalty and Consumption: A CES representation INOSE Junya （University of Tokyo） VI-8

16-E-059 2016/3 Biases i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AWAGUCHI Daiji （RIETI）
OWAN Hideo （RIETI）
TAKAHASHI Kazuteru （Kyushu Sangyo 
University） 

VII-其他

16-E-060 2016/3
Working Hours, Promotion, and Gender Gaps in the 
Workplace

KATO Takao （Colgate University）
OGAWA Hiromasa （GRIPS）
OWAN Hideo （RIETI）

VII-其他

16-E-061 2016/3
Knowledg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by Local Public 
Technology Centers in Regional and 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ights from patent data

FUKUGAWA Nobuya （Tohoku University） IV-4

16-E-062 2016/3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mediation by Local Public 
Technology Center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first 
report on a branch-level survey on technical consultation

FUKUGAWA Nobuya （Tohoku University）
GOTO Akira （RIETI） 

IV-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2015/4–2016/3 65

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5-P-005 2015/4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⑩】EC―禁止进口和销售海豹产
品的措施（DS400，401）―WTO协定对保护动物贸易限制的的规定

伊藤 一赖（北海道大学） I-4

15-P-006 2015/4 新型农业的发展方向 山下 一仁（RIETI） VI-其他

15-P-007 2015/5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⑪】菲律宾―对蒸馏酒征税
（DS396，403）―发展中国家的酒税制度与本国民待遇原则

石川 义道（静冈县立大学） I-4

15-P-008 2015/5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⑫】加拿大―关于创造可再
生能源部门的措施（DS412）/关于加拿大固定价格收购制度的措施

（DS426）―政府参与国营企业及市场创建的启示
川濑 刚志（RIETI） I-4

15-P-009 2015/6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⑬】中国―关于电子结算服务的
措施（DS413）―GATS规范结构的不完整性

国松 麻季（三菱UFJ调查顾问公司） I-4

15-P-010 2015/6 无形资产投资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宫川 努（RIETI）
枝村 一磨（NISTEP）
尾崎 雅彦（大阪大学）
金 荣愨（专修大学）
泷泽 美帆（东洋大学）
外木 好美（神奈川大学）
原田 信行（筑波大学）"

V-其他

15-P-011 2015/6 企业治理制度改革的视点：混合型结构的精密调节与摆脱劣势均衡 宫岛 英昭（RIETI） SP-其他

15-P-012 2015/7
What Decides the Lifespan of Standardized Technologies? 
The first look at de jure standards in Japan

TAMURA Suguru （RIETI） 其他

15-P-013 2015/7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⑭】 泰国―香烟关税及国内税案
件（菲律宾）（DS371）―GATT规定对减少进口产品竞争机会的国内
限制更趋严格

小场濑 琢磨（专修大学） I-4

15-P-014 2015/10 政府研究机构作为创新平台的作用：TIA纳米个案研究
元桥 一之（RIETI）
Byeongwoo KANG（亚洲经济研究所） 

IV-8

15-P-015 2015/10 使用大数据对创新趋势与事例的研究

绢川 真哉（驹泽大学）
田中 辰雄（庆应义塾大学）
西尾 好司（富士通总研）
元桥 一之（RIETI）

IV-8

15-P-016 2015/10
雇用制度与人才教育制度改革―人力资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及其政策
含义

鹤 光太郎（RIETI） VII-其他

15-P-017 2015/10 人口减少、创新、经济增长 吉川 洋（RIETI） 其他

15-P-018 2015/11 全球化经济中的企业与贸易政策 若杉 隆平（RIETI） I-其他

15-P-019 2015/11 从国际宏观思考日本经济课题
伊藤 隆敏（RIETI）
清水 顺子（学习院大学）

II-其他

15-P-020 2015/11 “新产业”政策与新“产业政策” 大桥 弘（RIETI） VI-其他

15-P-021 2015/11
日本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与东亚日资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全球化的经济因
素分析：食品、电气电子、汽车产业的事例

德永 澄宪（丽泽大学）
阿久根 优子（丽泽大学）
池川 真里亚（筑波大学）
冲山 充（丽泽大学）

III-其他

15-P-022 2015/11 财政赤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与货币政策的财政成本 深尾 光洋（RIETI） VIII-其他

15-P-023 2015/11 生产率和生产结构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深尾 京司（RIETI） V-其他

15-P-024 2015/11 全球化与人口减少情况下的地域创生课题 浜口 伸明（RIETI） III-其他

PDP 政策论文（Policy Discussion Paper） ※以下为2015年4月—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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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政策讨论更加活跃，

将内容公开在网站上，并可以下载。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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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5-T-001 2015/10 Hot and Cold Spot Analysis Using Stata KONDO Keisuke （RIETI） 其他

16-T-001 2016/1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Creating 
spatially lagged variables in Stata

KONDO Keisuke （RIETI） 其他

TP 学术论文 （Technical Paper） ※以下为2015年4月—2016年3月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专栏收录了在RIETI各种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解释等学术性浓厚的文章，将内容公开在网站上，并可以下载。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tp_en.html

PDP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5-P-025 2015/12 日本技术革新能力的现状及其强化目标 长冈 贞男（RIETI） IV-其他

16-P-001 2016/1
多样化正式员工工作方式的实际情况―RIETI“2014年度关于正式
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多样化工作方式与意识的网络调查”分析结果

鹤 光太郎（RIETI）
久米 功一（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户田 淳仁（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

VII-1

16-P-002 2016/1
【WTO专家组上诉委员会报告的解说⑮】以禽流感为由禁止进口特定
农产品―基于地区主义的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

石川 义道（静冈县立大学） I-4

16-P-003 2016/2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⑯】中国对稀土等出口的措施
（DS431、DS432、DS433）―关于出口限制规定的解释

川岛 富士雄（神户大学） I-4

16-P-004 2016/2 海上风力发电产业据点的形成带来的地区振兴和就业机会 岩本 晃一（RIETI） VI-其他

16-P-005 2016/2 政策的不确定性：利用企业调查进行观察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6-P-006 2016/3 从经济的视点看“科学”―思考方式与日本的情况 后藤 康雄（RIETI） 其他



独立行政法人 経済産業研究所アニュアルレポート 201400

宣传活动

出版物

网站

各种宣传资料

研讨会、研习会、讲座

开展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唤起政策争论是政策研究机构

的重要作用。RIETI的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物、 网站、各种宣传

资料、学木研讨会和讲座等进行普及。

研究成果的普及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68

研究成果编辑成书，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信息提供方面，而且在资料积累方面为社会做贡献。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

RIETI第1期与第2期的出版物通过以下网页进行介绍。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rb.html

日本农业战胜世界
2015年4月
山下 一仁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出版物宣传活动

第三期的出版物介绍（2011年～2016年）

非正式就业改革
—如何改变日本的劳
动方式？
2011年6月 
鹤 光太郎、樋口 美雄、
水町 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日本的企业治理
—重新设计与恢复竞
争力
2011年6月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日本经济的潜力
—卧龙醒来之时
2011年8月
户堂 康之 著
中公新书 

现代日本企业的国际化
—跟踪数据分析
2011年10月 
若杉 隆平 编
岩波书店 

IFRS时代的最佳公开
制度
2011年10月
古贺 智敏 编著
千仓书房 

“企业法”改革的逻辑
—激励机制的制度设
计
2011年10月
宍户 善一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失去的20年”与日本
经济
2012年3月 
深尾 京司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创造高科技产业
的地区环保体系
2012年4月
西泽 昭夫、忽那 宪治、
樋原 伸彦、佐分利 应贵、
若林 直树、金井 一赖 著
有斐阁 

创造高科技产业
的地区环保体系
2012年4月
西泽 昭夫、忽那 宪治、
樋原 伸彦、佐分利 应贵、
若林 直树、金井 一赖 著
有斐阁 

从国际比较的观点思考
日本的工作生活平衡
2012年6月
武石 惠美子 编著
Minerva书房

经济复活力宣言
2013年6月
藤井 聪 编著
日本评论社

最低工资改革
2013年7月
大竹 文雄、川口 大司、
鹤 光太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环境、能源、资源战略
—开拓新增长领域
2013年9月
马奈木 俊介 编著
日本评论社

服务产业的生产率分析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
证研究
2014年2月
森川 正之 著
日本评论社

论全球缝隙首位产品
企业
2014年3月
细谷 佑二 著
白桃书房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Data
2014年3月
若杉 隆平 编著
Springer 

劳动时间的经济分析
—展望超老龄社会的
劳动方式
2014年4月
山本 勋、黑田 祥子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外包的国际经济学　
—全球贸易的变化
与日本企业的微观数
据分析
2014年9月
富浦 英一 著
日本评论社

中小企业的宏观表现
2014年10月
后藤 康雄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Intangibles, Market 
Failure and Innova-
tion Performance
December 2014
Edited by
Ahmed BOUNFOUR, 
MIYAGAWA Tsutomu
Springer 

不断扩大的直接投资与
日本企业
2015年5月
清田 耕造 著
NTT出版

新新贸易理论是什么
—企业的异质性与
21世纪的国际经济
2015年12月
田中 鲇梦 著
MINERVA书房

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证据的政策建
议
2016年3月
藤田 昌久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

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政策
史
2016年3月
橘川 武郎、武田 晴人 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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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编辑成书，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信息提供方面，而且在资料积累方面为社会做贡献。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

RIETI第1期与第2期的出版物通过以下网页进行介绍。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rb.html

日本农业战胜世界
2015年4月
山下 一仁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出版物宣传活动

第三期的出版物介绍（2011年～2016年）

非正式就业改革
—如何改变日本的劳
动方式？
2011年6月 
鹤 光太郎、樋口 美雄、
水町 勇一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日本的企业治理
—重新设计与恢复竞
争力
2011年6月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日本经济的潜力
—卧龙醒来之时
2011年8月
户堂 康之 著
中公新书 

现代日本企业的国际化
—跟踪数据分析
2011年10月 
若杉 隆平 编
岩波书店 

IFRS时代的最佳公开
制度
2011年10月
古贺 智敏 编著
千仓书房 

“企业法”改革的逻辑
—激励机制的制度设
计
2011年10月
宍户 善一 编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失去的20年”与日本
经济
2012年3月 
深尾 京司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创造高科技产业
的地区环保体系
2012年4月
西泽 昭夫、忽那 宪治、
樋原 伸彦、佐分利 应贵、
若林 直树、金井 一赖 著
有斐阁 

创造高科技产业
的地区环保体系
2012年4月
西泽 昭夫、忽那 宪治、
樋原 伸彦、佐分利 应贵、
若林 直树、金井 一赖 著
有斐阁 

从国际比较的观点思考
日本的工作生活平衡
2012年6月
武石 惠美子 编著
Minerva书房

经济复活力宣言
2013年6月
藤井 聪 编著
日本评论社

最低工资改革
2013年7月
大竹 文雄、川口 大司、
鹤 光太郎 编著
日本评论社

环境、能源、资源战略
—开拓新增长领域
2013年9月
马奈木 俊介 编著
日本评论社

服务产业的生产率分析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
证研究
2014年2月
森川 正之 著
日本评论社

论全球缝隙首位产品
企业
2014年3月
细谷 佑二 著
白桃书房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Data
2014年3月
若杉 隆平 编著
Springer 

劳动时间的经济分析
—展望超老龄社会的
劳动方式
2014年4月
山本 勋、黑田 祥子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外包的国际经济学　
—全球贸易的变化
与日本企业的微观数
据分析
2014年9月
富浦 英一 著
日本评论社

中小企业的宏观表现
2014年10月
后藤 康雄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Intangibles, Market 
Failure and Innova-
tion Performance
December 2014
Edited by
Ahmed BOUNFOUR, 
MIYAGAWA Tsutomu
Springer 

不断扩大的直接投资与
日本企业
2015年5月
清田 耕造 著
NTT出版

新新贸易理论是什么
—企业的异质性与
21世纪的国际经济
2015年12月
田中 鲇梦 著
MINERVA书房

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证据的政策建
议
2016年3月
藤田 昌久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

核能安全与保安院政策
史
2016年3月
橘川 武郎、武田 晴人 著
财团法人经济产业调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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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产业政策史12卷介绍

通商产业政策史1
总论
2013年1月 
尾高 煌之助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2
通商贸易政策
2013年1月
阿部 武司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3
产业政策
2012年4月
冈崎 哲二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4
商务流通政策
2011年3月
石原 武政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5
选址、环境与安全政策
2011年6月
武田 晴人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6
基础产业政策
2011年7月
山崎 志郎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7
机械信息产业政策
2013年3月
长谷川 信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8
生活产业政策
2012年6月
松岛 茂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9
产业技术政策
2011年3月
泽井 实 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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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11
知识产权政策
2011年10月
中山 信弘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通商产业政策史12
中小企业政策
2013年3月
中田 哲雄 编著
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 编

（财）经济产业调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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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的部分成果——“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2015年版（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2015: JIP 2015），该数据库是分析日本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资料。

http://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15/

　　“国际宏观”研究项目自2011年6月起，公开了RIETI对各产业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中日韩各

产业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引起了国内外政策负责人的关注。并从2015年3月开始，公布亚洲9个国家各产

业以月和天为单位的有效汇率（名义和实际）。而且，从2016年度4月份开始，计划把汇率公开国增加至18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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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栏目登载RIETI与一

桥大学、东京大学合作实施的以50岁以上中老年人为对象的追踪调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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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PP协定的web解说”里，为促进全民对TPP协定的理解，以法学研究者和法律专业人士为中心，

对其内容提供简单扼要的介绍与说明。

http://www.rieti.go.jp/jp/projects/tpp/（日文）

　　基于工作论文的分析，以政策性含义为中心简洁归纳的非学术性论文概要，积极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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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CEPR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在CEPR运营的政策门户网站VoxEU.org 上

刊载RIETI研究员专栏文章的方式，进一步向国际社会传递研究成果，同时也在RIETI网站上刊载

VoxEU.org的专栏文章，介绍国外的主要论点，为政策讨论做出贡献。
　
　　在由研究员提出政策性建议的“专栏文章”栏目中设置了读者意见投稿栏，完善了网络讨论的环境。此

外，在“从世界看日本”栏目中，介绍以美国为主的世界权威研究人员在经济政策、安全保障、环境问题等各

种话题上对日本的看法。

　　受欢迎的内容有：关志雄顾问研究员聚焦“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学”、“中国的产业与企业”、“世界

中的中国”、“中日关系”这5个领域而撰写的《中国经济新论》；介绍企业治理分析事例研究的经典《企业治

理分析的前沿：为了恢复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对急速扩大的IoT，从各种视点对“IoT/Industry 4.0带来的

冲击”进行考察等。还有《中国经济新论》等将研究员过去的热门连载加以汇编的多部著作。

RIETI宣传活动的一个支柱是以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运营的网站。目前上述各语种网

站的访问量均在稳步上升（参照下表）。网站登载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工作论文，公开各

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刊载各研究课题为活跃政策讨论所举办的政策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和

资料，并对个别政策话题集中进行深度报道。

网站还充实了研究员个人和研究会独自的内容，
提供大量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的宝贵资料和信息。

访问数累计

2002年1月22日
—2016年3月底

（约14年间）

2015年4月
—2016年3月底

（15年度）

日　文

英　文

中　文

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

日本产业生产率（JIP）数据库2015年版

例如

网站（http://www.rieti.go.jp/cn/）宣传活动

10,395,783 1,185,180

3,081,697 362,694

878,369 1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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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研究成果

为了有助于广泛普及研究成果，活跃政策讨论，RIETI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这里介绍的宣传资料全部免费，除了一部分外，

还可以从网站上下载。

RIETI Highlight（宣传杂志）

A4 50页左右
语言：日文/英文（英文只有专刊）

语言：日文/英文/中文

特集报道、研讨会及讲座的会议报告、新书评论、研究员撰写的

专栏等，介绍每季度RIETI的最新活动情况。开设Research

Digest栏目，针对新近发表的工作论文（DP）提出的问题、要点

及政策上的应用等采访作者，介绍内容。

RIETI的介绍

宣传手册

概括介绍RIETI的设立目的、研究成果、成果普及活动及组织形

式等内容。

A4 80页左右
语言：日文/英文/中文

年度报告

全面介绍每年度RIETI的全部活动，包括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

成果普及活动、研究员一览等内容。

季刊

专刊（英文）

各种宣传资料宣传活动

2014/4 2015/3

2
014
/4
2
0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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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IZA政策研讨会

推动老年人就业的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52601/info.html

日期 2015/5/26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A室

主办 RIETI、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参加人数 107人

会议日程

开幕词

开幕词·IZA World of Labor的介绍

基调演讲
“Age Discrimination Laws and Age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how Dismissal  Regulat ion Affects the Elder ly 
Employment and Youth Employment”

“Rela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Legislative 
Reform of Elderly Employment”

嘉宾讨论“Promoting 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Evidence 
baced Policy marking”
介绍“‘限定正是员工’改变日本人的劳动方式”
讨论及问答

主持人/嘉宾等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特别客座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
究所特任教授)

Alessio J.G.BROWN (Director of Strategy and Research 
Management, IZA)

David NEUMARK (Professor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Research Fellow, IZA)

Juan F. JIMENO (Head of the Research Division, the Bank of 
Spain/Research Fellow, IZA)

近藤 绚子 (横滨国立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 

鹤 光太郎 (内阁府规制改革会议委员（雇用工作组座长），RIETI PD、
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川口 大司 (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IZA调查研
究员)

RIETI政策研讨会

正式员工改革与多样化工作方式的实现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70201/info.html

日期 2015/7/2

会场 东海大学校友会馆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200人

会议日程

开幕词

第1部分：报告
“正式员工改革”

第2部分：嘉宾讨论
“为实现多样化工作方式的改革” 

主持人/嘉宾等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鹤 光太郎 (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岛田 阳一 (早稻田大学副校长、法律学术院教授)

水町 勇一郎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小林 浩史 (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人才政策担当参事官室主任)

白波濑 佐和子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中野 圆佳 (发挥女性作用问题新闻工作者、研究者（ChangWave）)

樋口 美雄 (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宣传活动 研讨会
＊按演讲顺序排列。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74

RIETI-NISTEP政策研讨会

以开放创新实现日本经济再生的路线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82101/info.html

日期 2015/8/21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A室

主办 RIETI、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

参加人数 142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基调演讲
“促进创新：日本的特异点是什么？”

演讲“来自美国的经验”
“用于评价政府科研资金效果的框架”
“开放创新与创业家战略”
“美国制造业的发明与商业化”
答疑

嘉宾讨论
“政策性启示”

主持人/嘉宾等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奈良 人司 (NISTEP所长)

原山 优子 (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与创新会议议员) 

Adam B.JAFFE (Motu经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美国经
济研究所研究助理) 

Scott STERN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美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助
理) 

Ashish ARORA (杜克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 

元桥 一之 (RIETI FF，NISTEP客座统括主任研究官，东京大学研究生院
工学系研究科教授) 

Jeffery L. FURMAN (波士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美国经济研究所研究
助理)

长冈 贞男 (RIETI PD、FF，NISTEP客座研究官，东京经济大学经济系教
授)

Joel WALDFOGEL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松学院教授，美国经济研究所研
究助理)

田边 靖雄 (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常务执行董事)

中西 宏典 (内阁府大臣官房审议官（主管科学技术·创新）)

青木昌彦先生追悼研讨会

时代变迁30年：从比较制度分析看日本的航向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100601/info.html

日期 2015/10/6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A室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192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演讲
“青木昌彦教授的人格与业绩 ：From Decentral ized Planning 
Procedure through Theory of Firms to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嘉宾讨论

主持人/嘉宾等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特别客座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
究所特任教授) 

铃村 兴太郎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荣誉研究员，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日
本学士院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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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岛 英昭 (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教授、早稻田大学高等研
究所所长)

冈崎 哲二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伊藤 秀史 (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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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市·RIETI经济研讨会

地方创生与经济增长：什么是有效的政策？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102601/info.html

日期 2015/10/26

会场 COMPAL HALL1楼文化会议厅

主办 大分市、RIETI

参加人数 375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来宾祝词

基调演讲
“空间经济学与地方创生”

嘉宾讨论

主持人/嘉宾等

佐藤 树一郎 (大分市市长) 

广濑 胜贞 (大分县知事)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特别客座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
究所特任教授) 

佐藤 泰裕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副教授) 

姬野 清高 (大分商工会议所所长，桃太郎紫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宫坂 纯子 (全日本空运股份有限公司大分支店店长) 

植村 修一 (大分县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国际综合学科教授)

冈野 祐介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大分贸易信息中心所长) 

森川 正之 (RIETI理事、副所长)

RIETI政策研讨会

让日本经济走向新的增长轨道：基于证据的基本设计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21801/info.html

日期 2016/2/18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A室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147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来宾祝词

基调演讲
“多样性带来的新增长”

第1部“全球化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
“TPP与全球化经济中的产业贸易政策”
“从国际宏观视点看日本经济课题”
“全球化与人口减少情况下的地域创生课题”
“以强化日本的技术革新力为目标”
答疑

第2部“增长与建立社会制度”
“从日本长期停滞可以学到什么”
“产业政策的新方向”
“面向雇用制度和人才教育改革—人力资源项目的研究成果与政策含
义”

“财政赤字、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与金融政策的财政成本”
答疑

主持人/嘉宾等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特别客座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
究所特任教授)

若杉 隆平 (RIETI SRA、PD、FF，新泻县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京都大
学名誉教授，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 

清水 顺子 (RIETI PD助理，学习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浜口 伸明 (RIETI PD、FF，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长冈 贞男 (RIETI PD、FF，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专利厅知识财产经济顾问)

小西 叶子 (RIETI SF)

深尾 京司 (RIETI PD、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大桥 弘 (RIETI PD、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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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尾 光洋 (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松田 尚子 (RIETI F，东京大学政策展望研究中心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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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政策研讨会

企业间网络研究的最前线—超越地理障碍的“连接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30801/info.html

日期 2016/3/8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B室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142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及介绍

演讲1
“关于国际贸易与企业间网络的理论性视点” 

演讲2
“国内及国际贸易中的企业间网络：来自实证的启示”

演讲3
“贸易、产业间的联系和劳动市场的活性化：定量性启示”

演讲4
“集聚与地理性波及效果的启示” 

嘉宾讨论
介绍
讨论及答疑

主持人/嘉宾等

藤田 昌久 (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特别客座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
究所特任教授)

Samuel KORTUM (James Burrows Moffat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Andrew BERNARD (Jack Byrne Professor,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Dartmouth College)

Lorenzo CALIENDO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Robert DEKL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齐藤 有希子 (RIETI SF) 

滨口 伸明 (RIETI PD、FF，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日本学术会议—RIETI研讨会

多样化经营与工作生活平衡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32201/info.html

日期 2016/3/22

会场 日本学术会议讲堂

主办 日本学术会议（经济学委员会工作生活平衡研究分会）、RIETI

共办 庆应义塾大学跟踪数据设计和解析中心

参加人数 176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第1部：研究报告
“劳动方式改革与育儿期间短时劳动规定对生育及工作的影响”
“推动女性发挥作用与企业业绩”
“多样化经营对女性正式员工的收入产生的影响”
“外资企业发挥女性作用”
“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视点看女性的多重作用与健康问题”
答疑

第2部：嘉宾讨论
“男女的职业资历与工作生活平衡——克服育儿期的问题个人立场、企业
立场、社会立场”

主持人/嘉宾等

矢野 诚 (日本学术会议会员、经济学委员会委员长，RIETI SRA，京都大
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永濑 伸子 (日本学术会议委员，御茶水女子大学基干研究院教授) 

山本 勋 (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山口 一男 (RIETI VF，芝加哥大学Ralph Lewis 纪念特别社会学教授) 

儿玉 直美 (RIETI C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吉泽 丰予子 (日本学术会议协作会员，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系研究科
教授) 

石原 直子 (利库路特劳动研究所期刊《Works》总编)

樋口 美雄 (日本学术会议协作会员，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岩田 喜美枝 (公益财团法人21世纪职业财团会长，日本航空株式会社社
外董事，麒麟控股株式会社社外监察)

大石 亚希子 (日本学术会议协作会员，千叶大学法政经系教授) 

武石 惠美子 (日本学术会议协作会员，法政大学职业生涯设计系教授)

藤泽 秀昭 (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经济社会政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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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作研讨会

Frontiers in Spatial Economics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41401/info.html

日期 2015/4/1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开幕词

第一部分
"Toward a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How Monopsonistic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ffects 
Wage Disparities?"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第二部分
"Home versus Home-town: What do we mean by spatial 
sorting?"
"City of Dreams"

闭幕词

主持人/嘉宾等

藤田 昌久（RIETI所长）

田渊 隆俊（RIETI FF，东京大学教授）

Jacques-François THISSE （Academic Advisor,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rofessor, 
COR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金本 良嗣（President， Organization for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Transmission Operators（OCCTO），政策研究大学
院大学高级教授（GRIPS））

Gianmarco I.P. OTTAVIANO （Profess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大久保 敏弘（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Se-il MUN （京都大学教授）

Henry G. OVERMAN （Profess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森 知也（RIETI FF，京都大学教授）

Diego PUGA （Professor, 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 （CEMFI））

伊藤 亮 （东北大学副教授） 

RIETI特别研讨会

U.S.-Japan Relations, Japanese-Americans,  
and Silicon Valley: A personal perspective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40301/info.html

日期 2015/4/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95人

主持人/嘉宾等

Daniel I. OKIMOTO （Professor Emeritus, Stanford University）

KURODA Junichiro （Director, Americas Division, Trade Policy 
Bureau, METI）

OECD-RIETI特别会议

亚洲的绿色增长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51501/info.html

日期 2015/5/15

会场 The Westin Tokyo酒店“枫”会议厅

主办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RIETI 

参加人数 123人

会议日程

开幕词

主题演讲
“Political Issues for the Transition to a Low-Carbon Economy”

大会发言
“Green Policy and Growth in Asia”
“Green Growth and Policy in Japan”

自由讨论

主持人/嘉宾等

中岛 厚志 （RIETI理事长） 

玉木 林太郎 （OECD副秘书长） 

马奈木 俊介 （RIETI FF，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院城市系统工学讲
座教授） 

大桥 弘 （RIETI PD、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村上 由美子 （OECD东京事务所所长）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Global Data

日期 2015/4/21

主持人

UEDA Kenichi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Regional Economic Seminar

How to make the metropolitan area work? 
Neither big government, nor laissez-faire

日期 2015/4/15

主持人

Jacques-François THISSE （Academic Advisor,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Professor, 
COR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ZA/RIETI Workshop

Changing Demographics and the Labor Market

日期 2015/5/25-26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Institute of Labor （IZA） 

会议日程

Welcome and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A: Labor Supply
"Does Temporal and Locational Flexibility of Work Increase the 
Labour Supply of Part-timers?"
"Too Friendly For Too Long? The Consequences of Parents' 
Right to Request Part-time Work"

宣传活动 研习会、讲座
※按演讲顺序排列。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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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TA Masahisa （RIETI） 

AOKI Reiko （RIETI / Kyushu University） 

SHIMBO Tomoyuki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TAMURA Suguru （RIETI） 

ARAI Yasuhiro （Kochi University） 

Pierre REGIBEAU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and Imperial College） 

NAGAOKA Sadao （RIETI /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TSUKADA Naotoshi （RIETI /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 

Thomas COT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UZUKI Masabumi （Nagoya University） 

Session B: Retirement Issues 1
"Access to Retirement Savings and Its Effects on Labor Supply 
Decisions"
"A New Look at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arly Retirement"

Session C: Retirement Issues 2
"The Shadow of Longevity - Does Social Security Reform 
Reduce Gains from Increasing the Retirement Age?"
"Partners' Leisure Time Truly Together upon Retirement"

Session D: Demographics and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ncreased Elderly Employment on Other Workers' 
Employment and Elderly's Earnings in Japan"
"Efficient Supply of Human Capital: Role of College Major"

Session E: Gender and Labor Supply
"How to Share Housework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mproving Marital Satisfaction for Working Wives in Japan"
"Informal Care and Employment Status of Japanese Middle 
Aged Women: A Study Using JSTAR"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KAWAGUCHI Daiji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 IZA） 

Daniel POSSENRIEDE （Utrecht School of Economics / IZA） 

Lorenzo BURLON （Bank of Italy） 

Núria RODRÍGUEZ-PLANAS （Queens College, CUNY / IZA） 

Yan LAU （Reed College） 

Joanna TYROWICZ （Warsaw University） 

Elena G.F. STANCANELLI （CNRS, Sorbonne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CES） / IZA） 

David NEUMA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IZA） 

KONDO Ayak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USUI Emik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 IZA） 

OWAN Hideo （RIETI / University of Tokyo） 

Karine ISHII （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Soohyung LE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Jihye KA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YAMAGUCHI Shintaro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RIETI创新研讨会

Future of RAND Licensing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60902/info.html

日期 2015/6/9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Discussions on Patent Rules in SSOs such as ITU

Challenges of Utilizing a Pool License for Establishing 
RAND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Situation over SEP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嘉宾等

NAGAOKA Sadao （RIETI /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NAGANO Juichi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FUKUOKA Noriko （Panason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CHIBA Tetsuya （KDDI Corporation） 

Pierre REGIBEAU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and Imperial 
College） 

Thomas COT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TO Manabu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OKI Reiko （RIETI / Kyushu University） 工作研讨会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anda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60901/info.html

日期 2015/6/9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Inter-generational Competition among Standards: Evidence 
from optical disc industry"
"Evolution of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Progress, remaining issues and a 
measure of our ignorance"

Session 2
"The Value of the Standard"
"Enforcement of SEP: Japanese situ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工作研讨会

Seminar on Standards, IP and Competition 
Policy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61201/info.html

日期 2015/6/12

会场 九州大学西新广场

主办 EUIJ九州

共办 RIETI、Hosei Gakkai, Kyushu University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Presentations
"Standard Value Holdup"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and EU Competition Law: An 
overview of the commission's position"
"Patent 'Right' in Transition: Denial of injunction considering 
patent explosi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Progress, remaining issues and a 
measure of our ignorance"
"Inter‐Generational Competition among Standards: Evidence 
from optical dis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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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 F. UDELL （Indiana University） 

Peng XU （Hosei University） 

Andrea F. PRESBITER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IRATA Hideaki （Hosei University） 

SUNADA Toru （Japan Finance Corporation）

工作研讨会

RIETI-MoFiR-Hitotsubashi-JF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search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61501/info.html

日期 2015/6/15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Financial Constraints, Firms' Supply Chain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Limits of Lending: Bank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across 
Russia"
"Network-motivated Lending Decisions"

Session 2
"Bank Competition, Job Secu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Foreign Banks in Trade"

Session 3
"Sovereign Stres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SME 
Access to Finance"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in a Frontier Economy: Evidence 
from Loan-level Data"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UESUGI Iichiro （Project Leader,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lberto ZAZZARO （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Wirtschaftsforschung）

Raoul MINETT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Ralph DE HAAS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Björn IMBIEROWICZ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Salvatore CAPASSO （University of Napoli） 

ODA Keiichiro （RIETI） 

UEDA Kenichi （University of Tokyo） 

Teng WANG （Erasmus University） 

Neeltje VAN HORE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De 
Nederlandsche Bank）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Andrea BELLUCCI （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Wirtschaftsforschung） 

第12次重点课题研讨会

通过技术革新、新陈代谢、全球化搞活日本经济—经济学
家奖获奖者座谈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61901/info.html

日期 2015/6/19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78人

主持人/嘉宾等

后藤 康雄（RIETI SF）

富浦 英一（RIETI FF，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第18次国际经济讲座

Do Place-Based Policies Work?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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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5/7/29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主持人

Yi L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HACHIYA Machiko （EUIJ-Kyushu, Kyushu University） 

Thomas COT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even VAN UYTSEL （Kyushu University） 

SUZUKI Masabumi （Nagoya University） 

TAMURA Yoshiyuki （Hokkaido University） 

KOJIMA Ryu （Kyushu University） 

Pierre REGIBEAU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and Imperial College）

SHINBO Tomoyuki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NAGAOKA Sadao （RIETI,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AOKI Reiko （RIETI, Kyushu University）

第3次亚洲KLEMS研讨会

Structural Change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Countries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81201/info.html

日期 2015/8/12-13

会场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
（中华经济研究院）

主办 RIETI、一桥大学、学习院大学、亚洲开发银行、台湾中央研究
院经济研究所（IEAS）、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等 

会议日程

Opening Sessio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aiwan

Productivity Reviews in China and India

Productivity Reviews in Bangladesh and South East Asia

Productivity Reviews in Singapore and Japan

Closing Remarks and Announcement for Future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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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次重点课题研讨会

AI与经济社会的未来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92801/info.html

日期 2015/9/2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持人/嘉宾等

LIANG Chi-Yuan （Chairman,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John Chen-Chung DENG （Minister,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Taiwan））

Dale W. JORG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USA）

WU Chung-Shu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JHENG Ruei-He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U Chian-Huei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HEN Wen-Ting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MIAO Kuen-Ling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 
Statistics （DGBAS）, Executive Yuan, R.O.C. （Taiwan））

LIU Chia-Hsin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 
Statistics （DGBAS）, Executive Yuan, R.O.C. （Taiwan））

FU Tsu-tan （Soochow University）

LIN Hsing-chu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KONG Wen-Hs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LIN Yih-m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HO Mun-Sing （Harvard University）

Harry X. WU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eb Kusum DAS （Ramjas College, University of Delhi）

Bishwanath GOLDAR （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y 
Enclave, Delhi）

Kosaraju Leela KRISHNA （Madra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Chennai, India）

Selim RAIH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Dhaka, 
Bangladesh）

Mir Tanzim Nur ANGKU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East West 
University, Bangladesh and Research Associate of South Asian 
Network on Economic Modeling （SANEM））

Abidin RAUZAH （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MPC））

Surapol SRIHUANG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MIYAGAWA Tsutomu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VU Minh Khuong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van DESEATNICOV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 JSPS）

FUKAO Kyoji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ITO Koji （RIETI / Kyoto University）

KIM YoungGaku （Senshu University）

KUMAGAI Motohi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ZHANG Hongyong （RIETI）

CHUN Hyunbae （Sogang University）

PYO Hak K.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RHEE Keun Hee （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

RIETI-TIER-KIET Workshop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5102701/info.html

日期 2015/10/27

会场 Beppuwan Royal Hotel, Oita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Opening Spee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Movement 
and Michi no Eki from Oita to the World"

Session 1 TIER
1st Presentation:  "Dancing with The Globalization-The resilience 
and renaissance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aiwan"
2nd Presentation: "Taiwan's SME Policies for Revitalizing Local 
Specialty Industries"

Session 2 KIET
3rd Presentation: "Industrial Complex Regener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4th Presentation: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 in Korea: 
Performance and Future Challenge"

Session 3 RIET
5th Presentation: "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6th Presentation: "Does Agglomeration Discourage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cumulative 
data 2000-2010"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RIETI） 

LIN Chien-Fu （President, TIER） 

CHOI Yunki （Vice President, KIET） 

LIAN Ke-Shaw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TIER） 

LEE Wonvin （Research Fellow, KIET） 

HO Chen-She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TIER） 

UENO Toru （SF, RIETI） 

KONDO Keisuke （F, RIETI） 

HONG Jinki （Research Fellow, KIET） 

MORIKAWA Masayuki （Vice President, RIETI） 

METI-RIETI 国际研讨会

围绕反倾销措施的最新世界动向：概观巴西和日本的现状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110401/info.html

日期 2015/11/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METI、RIETI

参加人数 81人

会议日程

开幕词

主办 RIETI

参加人数 110人

主持人/嘉宾等

辻井 润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人工智能中心主任）

藤田 昌久（RIETI所长·CRO、甲南大学特别客座教授、京都大学经济研
究所特任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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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eminar

日期 2015/12/7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会议日程

Presentations
"The Home Market Effect and Patterns of Tra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Growth, Trade and Inequality"

主持人/嘉宾等

MATSUYAMA Kiminori （Professo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illem THORBECKE （SF, RIETI）

Gene M. GROSSMAN （Professor, Princeton University）

YANO Makoto （SRA, RIETI / Proffesor, Kyoto University）

CEPR-RIETI 工作研讨会

Fiscal Sustainability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121001/info.html

日期 2015/12/10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RIETI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Presentation
"Fiscal Sustainability and Self-fulfilling Beliefs"
"Monetary Policy Responsibility for Fiscal Sustainability"
"Monetary Policy Issues when Public Debts are Large"
"Austerity"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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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Richard BALDWIN （Director, CEPR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Wouter DEN HAAN （Profess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Research Fellow, CEPR） 

RIETI-IWEP-CESSA 共同工作研讨会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121401/info.html

日期 2015/12/1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CASS/
IWEP）、横滨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CESSA）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Paper 1: Importer Heterogeneity and Exchange Rate Pass-
through
Paper 2: Costs of Foreign Currency Invoicing

Session 2
Paper 3: Pricing to Market in Chinese Foreign Trade
Paper 4: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the Renminbi: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Session 3
Paper 5: Predicting RMB Exchange Rate Out-of-sample: Can 
Offshore Markets Beat Random Walk?
Paper 6: Local Currency Trade Settlement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th the US Dollar as a Key 
Currency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SUN Jie （IWEP, CASS） 

OGAWA Eiji （FF,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XU Jian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KAMURA Chikafumi （Chuo University） 

IWAISAKO Toku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YOSHIMI Taiyo （Nanzan University） 

DAI M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 （Gakushuin University） 

AI Hongshan （Hunan University） 

NAKATA Hayato （Meisei University） 

KAWASAKI Kentaro （Toyo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XU Qiyuan （IWEP, CASS） 

CHEN Sicho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MUTO Mako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MASUJIMA Yuki （Bloomberg） 

演讲
"Anti-dumping: What is it, who does it?"
"Recent Developments on the Brazilian Trade Remedies 
System"

“日本的贸易补救措施：以反倾销措施为中心”

嘉宾讨论

主持人/嘉宾等

高田 修三（METI贸易经济合作局贸易管理部部长）

Jesse G. KREIER （Counsell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arco César Saraiva DA FONSECA （Director, Department of 
the Trade Remedies,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Industry and 
Foreign Trade, Brazil） 

太田 知子（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贸易管理部特殊关税等调查室主任）

川濑 刚志 （RIETI教职研究员，上智大学法律系教授）

藤井 康次郎 （西村ASAHI法律事务所律师） 

宫崎 宽 （新国铁铸金株式会社通商统括部部长） 

FUJIWARA Ippei （Professor, Keio University / FF, RIETI）

Refet GÜRKAYNAK （Professor, Bilkent University / Research 
Fellow, CEPR） 

GOTO Yasuo （SF, RIETI） 

Stefan GERLACH （Research Fellow, CEPR） 

UEDA Kenichi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FF, RIETI） 

Harris DELLA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Bern / Research 
Fellow, CE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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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JITA Masahisa （President and CRO, RIETI / Professor, Ko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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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

Geography, Inter-firm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6030701/info.html

日期 2016/3/7-8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日程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Ⅰ
Paper 1: Firm-to-Firm Trade:Imports, Exports, and the Labor 
Market （with Mathieu Parenti and Philip Ushchev）
Paper 2: Off shoring,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Paper 3: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and Firm 
Performance

Session Ⅱ
Paper 4: Two-sided heterogeneity and trade
Paper 5: Indirect Exports and Wholesalers: Evidence from 
Interfirm Transaction Network Data

Session Ⅲ
Paper 6: Network-motivated Lending Decisions
Paper 7: The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Tohoku 
Earthquake

Session Ⅳ
Paper 8: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Paper 9: Fresh Brain Power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Citie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Patent Database

Closing Remarks

主持人/嘉宾等

FUJITA Masahisa （RIETI）

WAKASUGI Ryuhei（RIETI / University of Niigata Prefecture, 
Kyoto University）

Samuel KORTUM （Yale University）

MURATA Yasusada （Nihon University）

FURUSAWA Tai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 / Waseda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RIETI）

KWON Hyeog Ug （RIETI / Nihon University）

HAMAGUCHI Nobuaki （RIETI / Kobe University）

Andrew B. BERNARD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Dartmouth 
College）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ONO Yukako （Keio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FUJII Daisuke （RIETI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Robert DEK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NIREI Mako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Lorenzo CALIENDO （Yale University）

ISHIKAWA Jota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ONDO Keisuke （RIETI）

NAKAJIMA Ryo （Keio University）

NAKAJIMA Atsushi （RIETI）

第14次重点课题研讨会

日本经济的路线——圆城寺奖/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获
奖者谈对日本劳动市场和直接投资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32501/info.html

日期 2016/3/25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赞助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

参加人数 71人

主持人/嘉宾等

川口 大司（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清田 耕造（RIETI RAs，庆应义塾大学产业研究所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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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8 安倍经济学和高风险经济 演讲者 : 松元 崇（株式会社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特别顾问）

2015/4/10
《风险投资系列第8讲》
社会创业家的“新本地产业”是否能昌盛？——来自麦肯锡、不丹
的气仙沼编织

演讲者 : 御手洗 瑞子（株式会社气仙沼编织董事长）

2015/4/16
OECD Economic Survey of Japan 2015: Structural 
reforms to boost growth

演讲者 : Randall S. JONES  （Senior Economist and Head of Japan/Korea 
Desk, Economics Department, OECD）

2015/4/22 法人税减税、说服的理论 演讲者 : 土居 丈朗（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教授）

2015/4/23 黑猫雅玛多的满足创造经营 演讲者 : 木川 真（雅玛多集团株式会社会长）

2015/5/21 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后的展望和政策课题
演讲者 : 木下 祐子（RIETI C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地区事务所（OAP）

副所长）

2015/5/28 2015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及小规模企业白皮书
演讲者 :
演讲者 :

水野 正人（METI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主任）
樱町 道雄（METI中小企业厅经营支援部小规模企业振兴课课长）

2015/6/3 人工智能的未来——机器深度学习的前景 演讲者 : 松尾 丰（东京大学副教授）

2015/6/17 内外景气与资产市场—金融政策是否有必要正常化？ 演讲者 : 白川 浩道（瑞士信贷证券股份公司主任经济师兼经济调查部部长）

2015/6/24
《风险投资系列第9讲》
Cross Company的地域贡献

演讲者 : 石川 康晴（株式会社Cross Company董事长）

2015/6/25 “失去的20年”之后中小企业的筹资环境 演讲者 : 植杉 威一郎（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2015/6/26 计测教育质量与思考其决定要因 演讲者 : 乾 友彦（RIETI FF，学习院大学国际社会系开设准备室教授）

2015/6/29
Servic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Facts and reflections on 
policy implications

演讲者 : Richard E. BALDWIN （国际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日内瓦研究生院院长）

2015/7/3 新时代女性创业家的新工作方式
演讲者 :

评论员 :

村田 Mari（株式会社DeNA执行董事综合处理企划统括部部长兼iemo
株式会社董事长兼CEO）
坂本 里和（METI中小企业经营支援部创业·新事业促进课课长）

2015/7/8 从历史中学习企业经营与政策制定 演讲者 : 出口 治明（Lifenet生命保险株式会社董事长兼CEO）

2015/7/10
Immigration －The effects of media and the evolution of 
debate in advanced economies

演讲者 :
演讲者 :

Giovanni FACCHINI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Yotam MARGALIT （Assistant Professor, Colombia University/Tel 
Aviv University）

2015/7/13 经济学家是否也做人工智能梦？“差距扩大”与经济的将来 演讲者 : 若田部 昌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

2015/7/17 2015年版通商白皮书 演讲者 : 清水 幹治（METI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主任）

2015/7/22 结算服务升级与用于暗号货币的技术 演讲者 : 木下 信行（Aflac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高级顾问）

2015/7/23
Trust Banks as Active Investors? An Analysis of Japan's 
Changing Shareholder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演讲者 : Ulrike SCHAEDE （Professor of Japanese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15/7/29 根据事例分析中小企业的海外业务重组动向
演讲者 :

评论员 :

本泽 顺子（原METI中小企业厅创业和新业务促进课支援海外发展办公
室课长助理（负责海外发展企划），大江桥法律事务所律师）
丹下 英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015/7/30 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分析的前沿：介绍最先进的宏观经济研究
演讲者 : 北尾 早雾（RIETI VF，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兼）研究生院中心经济系

副教授）

2015/8/5
进一步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手续：从2015年版不公正贸易报
告书中所见近年贸易争端与规则意向的贸易政策

演讲者 :
评论员 :

米谷 三以（RIETI CF，METI通商政策局国际法务室主任）
中川 淳司（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2015/8/18 达到上大学水平的人工智能的到来：那时劳动市场将发生什么？
演讲者 : 新井 纪子（国立信息学研究所信息社会相关研究系教授、社会知识共享

研究中心所长、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复合科学研究科信息学专业教授）

2015/9/2 关于2015年经济财政白皮书 演讲者 : 村山 裕（内阁府参事官（主管经济财政分析统筹））

2015/9/3 2015年度设备投资计划调查概要 演讲者 : 川住 昌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产业调查部部长）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BBL（Brown Bag Lunch）论坛，截至2016年3月的15年间共举办了1,010次、其中2015年度举办

了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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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 BBL论坛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以下为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间所举办的论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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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9 关于长期能源供求的展望 演讲者 : 吉野 恭司（METI资源能源厅资源能源政策统筹调整官）

2015/9/17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演讲者 :
评论员 :

王 宁（罗纳德·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渡边 真理子（学习院大学经济系教授）

2015/9/18 关于产业4.0
演讲者 :
演讲者 :

木本 裕司（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柏林事务所所长）
岩本 晃一（RIETI CF，METI地域经济产业部门产业政策分析官）

2015/9/25 回顾魔鬼10年—参加战争学徒口述战争的轨迹
演讲者 :
评论员 :

宫本 四郎（律师，原通商产业省产业政策局局长）
武田 晴人（RIETI PD、FF ）

2015/9/30 安倍经济学的光与影：必须加强增长战略 演讲者 : 深尾 光洋（RIETI PD、FF，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2015/10/1 最近的国际金融形势 演讲者 : 山崎 达雄（原财务官，国际医疗福址大学特任教授）

2015/10/8 个人号码制今后的发展与课题 演讲者 : 森信 茂树（中央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东京财团高级研究员）

2015/10/9 地方创生需要什么？ 演讲者 : 增田 宽也（野村综合研究所顾问，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2015/10/14 世界经济的风险4.0 演讲者 : 滝田 洋一（日本经济新闻社编集委员）

2015/10/15 解决日本经济课题的处方 演讲者 : 大田 弘子（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2015/10/22 关于世界遗产的现状与课题 演讲者 : 松浦 晃一郎（第8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局局长）

2015/10/23 通往核协议之路／伊朗·美国关系的轨迹 演讲者 : 高桥 和夫（放送大学教授）

2015/11/5
不是行不行，而是做不做，改变世界—以色列奋斗记：如此平凡
的我，仅用1年半就在以色列与日本之间架起了桥梁

演讲者 : 榊原 健太郎（SAMURAI人才培训公司CEO）

2015/11/6 世界经济展望——资源价格低迷中的经济调整 演讲者 : 柏濑 健一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地区事务所（OAP）经济师）

2015/11/17
Climate Change: Global concern, willingness to act, but 
continued partisan divide

演讲者 : Bruce STOKES （Director, Global Economic Attitudes,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11/19 日本能源的课题与未来——向领先的欧洲学习
演讲者 : 金子 祥三（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工学博士，能源工学合作研究中心

高级合作员）

2015/11/20 How Restrictive are ASEAN's Rules of Origin?
演讲者 :
评论员 :

Lili Yan ING（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经济师）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教授）

2015/11/25 日本产学联合的状况 演讲者 : 山本 贵史（股份有限公司东京大学TLO董事长兼CEO）

2015/11/26 金融政策与日本经济 演讲者 : 宫尾 龙蔵（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经济系教授）

2015/11/27 如何来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演讲者 :

评论员 :

渡部 恒雄（东京财团政策研究部长（主管外交和安全保障）兼高级研究
员）
渡边 靖（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信息系教授、政策与媒体研究科委员）

2015/12/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CSR
演讲者 :

评论员 :

有马 利男（联合国全球契约成员，一般社团法人全球契约网络日本代表
理事，富士施乐有限公司管理顾问（原总经理））                                                                
足立 直树（股份有限公司Response Ability总经理）

2015/12/9 Industrie 4.0与日本产业的课题
演讲者 :

评论员 :

木村 英纪（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招聘研究教授，理化学研究所BSI—
丰田合作中心研究顾问，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藤野 直明（野村综合研究所产业IT创新事业本部首席研究员）

2015/12/15
The Impacts of RMB Cross-border Settlement on China's 
Economy

演讲者 : 徐 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5/12/17 增加理科女生和女性研究者——国立女性教育会馆的活动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内海 房子（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女性教育会馆理事长）
漆 紫穗子（品川女子学院校长）
山口 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Ralph Lewis 纪念特别社会学教授）

2015/12/18 男女职业分离的原因与结果——男女平等的一个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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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7 21世纪型的政策设计——有效利用创意转换的设计构思
演讲者 :
评论员 :

佐宗 邦威（株式会社biotope董事长兼首席创新制作人）
永井 一史（株式会社HAKUHODO DESIGN董事长兼创意部长）

2016/1/14 日本预期通胀率的变化
演讲者 : 冲本 龙义（RIETI VF，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副

教授）

2016/1/22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的评价与课题 演讲者 : 西泽 和彦（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高级主任研究员）

2016/1/28 签署巴黎公约和今后地球暖化对策的展望 演讲者 : 三又 裕生（METI大臣官房审议官（主管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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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5
Miami Marlins' Business Growth Strategy in the Local 
Community

演讲者 : David SAMSON （President, Miami Marlins）

2016/2/10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商务与经济
演讲者 :
评论员 :

矢野 和男（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研究开发部总工程师）
吉川 洋（RIETI SRA、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6/2/17
Productivity: The main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for 
Japan

演讲者 : Randall S. JONES  （Senior Economist and Head of Japan/Korea 
Desk, Economics Department, OECD）

2016/2/23
Key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ervice Sector Output 
and Productivity—An OECD perspective

演讲者 : Paul SCHREYER （Deputy Director, Statistics Directorate, OECD）

2016/2/25 全球化人才的培养——从教育现场来看 演讲者 : 河合 江理子（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生存学馆教授）

2016/2/26 Fintech Overview
演讲者 :
演讲者 :

Louis J. FORSTER （General Partner, Green Visor Capital）
Sam WEN （Venture Partner, Green Visor Capital）

2016/2/29
Stronger Growth Remains Elusive: Urgent policy response 
is needed

演讲者 : Catherine L. MANN （Chief Economist, OECD）

2016/3/10 以理论为中心考察FTA 演讲者 : 石川 城太（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16/3/11
Jokowi's Economic Policy: What will it take to reac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演讲者 :

评论员 :

Fauziah ZEN （Economis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教授）

2016/3/17
大变革时代中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面向实现超智能社会的第
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演讲者 : 中西 宏典（内阁府大臣官房审议官（主管科学技术与创新））

2016/3/18
中国《第13次五年计划》（2016－2020年）：对中国及世界的影
响

演讲者 :
演讲者 :

评论员 :

胡 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孟 健军（RIET VF，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
心（CIDEG）高级研究员）
关 志雄（RIETI CF，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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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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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若杉 隆平 

（兼） 教职研究员、 
研究项目主任

国际经济学、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
策形成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关于
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分析）

根津 利三郎 科学技术、情报技术、产业政策、通商政策 －

河合 正弘 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论、金融 －

矢野 诚 经济动态学、法与经济学、市场组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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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
策形成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关于
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分析）

伊藤 隆敏 国际金融论、日本经济论、宏观经济学 （汇率和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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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
与地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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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
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创
新与组织激励机制）（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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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投资与生产率—与包含公共部门在
内的各种投资的关联性及对投资分配的探讨）（各地域、各产业数据库
的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地方创生的基础数据）

大桥 弘 

（兼）教职研究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人工智能
对社会的影响：从文理结合的视点来看）（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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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

深尾 光洋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重建财政政策的成本与福利＞

武田 晴人 

（兼）教职研究员
日本经济史 ＜从国际视点考察经济产业政策史＞（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析）

 副所长（VP）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生产率、劳动市场
（对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的分解：以服务产业为中心）（完善
RIETI数据）

 高级研究员（SF）

后藤 康雄 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组织论、中小企业研究 （从人力资本的观点对心理健康展开的研究2）

五十里 宽
（兼）研究调整主任（负责
研究调整）

开发金融、设备投资 ＜完善RIETI数据＞

岩本 晃一 可再生能源、IoT/工业4.0、地域经济、德国经济、中国经济 ＜IoT带来的生产率革命＞（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
＜对经济变化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的分解：以服务产业为中心＞（生
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价）（完善RIETI数据）

研究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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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 启之 微观经济学理论、金融经济学
＜老龄化社会对移民态度的调查研究＞（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及其影
响的实证分析）（关于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耐力与维持活力的实证研究）

小田 圭一郎 银行理论 （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生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价）

齐藤 有希子 产业组织、空间经济、网络分析 
＜组织间经济活动中的地理空间网络及波及效果＞（技术知识的流动
性与创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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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力资本的观点对心理健康展开的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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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

田村 杰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

Willem 
THORBECKE

金融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汇率和国际货币）

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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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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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农政改革＞

 研究员（F）

荒木 祥太 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向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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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RIETI数据）

荒田 祯之 宏观经济、异质性经济主体模型、概率过程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藤井 大輔 国际贸易、企业活力与宏观经济、供应链与企业网络、都市经济学 （组织间经济活动中的地理空间网络及波及效果）

伊藤 新 宏观经济、经济统计 －

伊藤 公一朗 环境与能源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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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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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村 德士 日本经济史、小运输业史，产业安全 （从国际视点考察经济产业政策史）（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近藤 惠介 空间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空间计量经济学、贝叶斯计量经济学） 

（关于地区经济的复兴和增长战略的研究）（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与地
域经济）（完善RIETI数据）

绀野 由希子 经营学、金融、计量分析、商务经济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刘 洋 劳动经济学、移民与宏观经济、工资、人力资本、劳动市场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完善RIET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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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山内 勇 创新、研究开发管理、知识产权制度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
施的研究）（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政府研究机关
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有关对日本制造业中技术知识的把握和技术
流失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

殷 婷 宏观经济学、家庭经济、中国经济、劳动经济
＜关于低生育率及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及其所处的社会中的经济行为
的分析＞（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张 红咏 国际贸易、空间经济学、开发经济学、中国经济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策
形成的研究）（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东亚产业生产率）（从国
际视点考察经济产业政策史）（完善RIETI数据）

 研究助理（RAs）

青崎 智行 广告产业、媒体·内容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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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 笃行 经济增长、生产率分析、贸易与经济发展 （关于FTA的研究）

清田 耕造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东亚产业生产率）（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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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
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田中 鲇梦 国际贸易、文化经济学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策
形成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期））

友原 章典 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

冢田 尚稔 创新的经济分析、产业组织论
（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研究）（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
基础设施的研究）（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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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和国际货币）（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横尾 英史 环境经济学 －

 教职研究员（FF）

青木 玲子 标准和知识产权、创新、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
＜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
究）（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青山 秀明 基本粒子理论、普通物理学、数理语言学、经济物理学 ＜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中马 宏之 产业经济论、产业组织论、劳动经济学、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相关的经济
与经营分析、ICT/AI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从文理结合的视点来看＞

土居 丈朗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关于法人税最终负担的理论与实证性分析＞（重建财政政策的成本
与福利）

藤原 一平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 ＜在老龄化等结构变化进展中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应有方式＞

后藤 晃 技术革新的经济分析、竞争政策的经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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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樋口 美雄 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细野 薰 金融系统、金融政策、企业动学 
＜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
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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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冢 敏晃 医疗经济学，实证产业组织论 ＜医疗政策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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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医疗·教育质量的测算及其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关于日本企业
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分析）（东亚产业生产率）（无形资产投资
与生产率—与包含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投资的关联性及对投资分配
的探讨）（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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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
产生的影响）（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贸易费用的分析＞

伊藤 秀史 契约理论、组织经济学 ＜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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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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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
—向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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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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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贸易投资
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I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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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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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微观、宏观、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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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赫旭 生产率分析、产业组织论 
＜东亚产业生产率＞（各地域、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
地方创生的基础数据）（关于医疗、教育质量的测算及其决定性因素的
分析）

牧原 出 口述历史和政治史、对照行政学研究、正义政治研究、主导公开政策研究 ＜围绕京都议定书的政治过程的把握与分析＞

间宫 勇 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构分析——政策间对立、事实上合
意及非政府主体相关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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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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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资产投资与生产率—与包含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投资的关联
性及对投资分配的探讨＞（东亚产业生产率）（各地域、各产业数据库的
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地方创生的基础数据）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日本经济论 ＜企业治理分析的前沿：冒风险与企业治理＞

森 知也 城市和地区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关于地区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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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日本制造业中技术知
识的把握和技术流失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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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进
化与对地方创生的应用＞

西村 和雄 非线形经济动态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为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研究＞

野村 浩二 资本的测定、生产率分析、国民经济计算体系、能源与环境、日本经济 ＜生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价＞

小川 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汇率和国际货币＞

冈崎 哲二 经济史、经济发展论、比较制度分析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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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创新能
力与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创新与组织激励机制）（劳动市场制度改
革）（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向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企业治理
分析的前沿：冒风险与企业治理）

泽田 康幸 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实地调查 
＜关于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耐力与维持活力的实证研究＞（企业网络
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
新经济学）

田渊 隆俊 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经济分析＞＜关于城市系统中贸易与劳动
市场的空间经济分析＞

田中 诚 能源、环境、产业组织论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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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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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国际、国内
网络的研究＞

德井 丞次 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日本经济的实证分析
＜各地域与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地方创生的基础数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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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分析＞（中国的产业贸
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策形成的研究）

植田 健一 宏观经济学、金融论、开发经济学、国际金融论
＜国际资产投资与世界经济动向的中长期关联＞（企业金融与企业行
为动态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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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
研究（第III期））

宇南山 卓 家庭经济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指数理论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浦田 秀次郎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 ＜关于FTA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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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部 俊也 技术经营
＜有关对日本制造业中技术知识的把握和技术流失影响的实证分析研
究＞

山本 勋 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利用企业与职工匹配跟踪数据展开劳动市场研究＞（劳动市场制度
改革）（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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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森 信善 金融系统、地域金融、中小企业金融
＜期待地区金融为地方创生发挥作用―让金融为提高地区经济的就
业质量做贡献＞（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顾问研究员（CF）

安桥 正人 产业组织、应用微观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创新、经济发展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构分析——政策间对立、事实上合意
及非政府主体相关关系的研究）

安藤 晴彦 创新、3R与清洁技术、模块化、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青栁 智惠 国际经济、国际开发、国际金融 －

有马 纯 能源环境政策 －

榎本 俊一 汇率波动与产业竞争力、国际企业论、人材培养 －

江藤 学 技术管理、标准化、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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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政策史）

福永 佳史 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经济学、东盟经济一体化、东亚经
济一体化 

（关于FTA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I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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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ANELLI, 
Giovanni

国际经济学、财政政策、日本结构改革 －

桥本 真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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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
基础设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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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谷 佑二 产业集群与创新、中小企业、地区产业政策 －

池田 阳子 创新政策 －

井上 诚一郎 － －

石毛 博行 国际经济、产业、中小企业 －

石井 芳明 中小企业、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革新政策 －

五十棲 浩二 人材培养、教育、东亚的老龄化、非营利部门的管理 －

伊藤 公二 贸易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策
形成的研究）

柏濑 健一郎 增长经济、养老金问题、老龄化社会 －

片冈 隆一 日本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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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河津 司 流通政策、流通业的生产率 －

木原 隆司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政策论、国际公共资财援助与协调及争
端后援助与国际机构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与援助发展、
东亚的老龄化与金融市场、内战与恐怖活动 

－

木下 祐子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传播、经济发展的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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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 组织学习、无形资产、创新、公共经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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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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玉 直美 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东亚产业生产率）（无形资产
投资与生产率—与包含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投资的关联性及对投资
分配的探讨）（各地域、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地方
创生的基础数据）（关于企业成长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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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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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谷 三以 －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构分析——政策间对立、事实上合
意及非政府主体相关关系的研究＞（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
究（第II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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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本 加代 通商法、投资协定、国际行政学 －

松永 明 － －

武藤 祥郎 － －

中野 刚志 － －

中富 道隆 通商法与通商政策、国际经济 （关于FTA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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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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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经济学、日本经济 －

能见 利彦 创新政策、技术管理、产学协作 －

野崎 祐子 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

小泷 一彦 － －

小川 诚 劳动经济学、人才培养、产品制造、其他产业振兴政策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

小黑 一正 公共经济学 －

及川 景太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经济活力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

坂田 一郎 地域集群论、创新政策、税制改革、地方财政 －

佐藤 仁志 国际经济学（以贸易为主）、经济增长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对企业、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及关于日本贸易政策
形成的研究）

关口 训央 风险对策 （关于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耐力与维持活力的实证研究）

清水 玄彦 贝斯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

清水 干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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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 重明 公共政策论、国际经济、服务经济、能源等 －

杉山 晴治 － －

住田 孝之 创新机制，知财资产经营和能源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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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动和工作生活平衡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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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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上 嗣郎 产学连携、开放创新、医工连携、地域产业振兴、安全保障贸易管理 －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 －

田代 毅 经济增长、国际金融、金融危机 －

土本 一郎 竞争情报、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创新政策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山田 正人 工作生活平衡、知识产权、少子化对策、消费者政策、地域经济 －

山城 宗久 创新、IT －

八代 尚光 国际贸易、创新、中国经济、宏观经济 －

吉田 雅彦 － －

吉田 泰彦 贸易政策、贸易管理政策、基础设施出口、中小企业政策、产品制造及
其他产业振兴政策

－

 客座研究员（VF）

伊藤 宏之 国际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金融政策 －

北尾 早雾 宏观经济学、财政政策 （在老龄化等结构变化进展中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应有方式）

孟 健军 开发经济、产业开发、环境政策
（关于低生育率及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及其所处的社会中的经济行为的
分析）

冲本 龙义 金融计量经济学、实证金融、应用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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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与企业业绩研究）

YOUM,Yoosik 社会网络分析、公共卫生、老龄化社会 －

 访问学者（VS）

GALLUCCI, 
Daniel

泰国、东盟区域的经济 －

GREENAWALT, 
Andrei

规制与规制政策的发展与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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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览

RIETI：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经济产业省

CRO：首席研究员

SRA：高级研究顾问

PD：研究项目主任

SF：高级研究员

F：研究员

FF：教职研究员

CF：顾问研究员

VF：客座研究员

VS：访问学者

RC：研究调整主任

RAs：研究助理

研究项目主任（PD）

研究项目主任 研究项目

新泻县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区域学研究科教授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若杉 隆平 贸易投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兼）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伊藤 隆敏 国际宏观经济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滨口 伸明 地区经济

东京经济大学经济系教授 长冈 贞男 技术与创新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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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深尾 光洋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武田 晴人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高级研究顾问（SRA）

河合 正弘（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特任教授）

根津 利三郎（前株式会社富士通总研经济学者）

矢野 诚（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吉川 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若杉 隆平（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 

小野 俊彦（经济同友会监事）

小笠原 直（监查法人 Avantia GP 法人代表、公认会计师）

古城 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黑田昌裕（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须田美矢子（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特别顾问）

外部咨询委员会

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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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女子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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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国际问题与开发研究所教授）

吉野 直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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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截至 2016 年 3月底）

经济产业大臣

研究部总务部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研究部部长
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研究调整主任（负责政策史）

研究部副部长

研究支援主管

研究管理主管

定量分析与数据主管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部长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副部长

成果普及策划主管

宣传、编辑主管

网页制作及编辑主管

政策史主管

总务部部长

总务部副部长

统筹 / 信息公开 · 信息机要主管

后勤主管

财务主管

信息系统主管

人事劳动主管

高级研究员、研究员
教职研究员
顾问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研究助理等

项目主任

高级研究顾问

所长

特别顾问 / 顾问 理事长

监事

内部监查室

理事

副所长

会议事务主管

国际事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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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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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成政策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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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部分修改法（2014 年法律第 66 号）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独立行政法人引进了新的目标与评估制度，

废除了迄今为止对独立行政法人进行评估的中央政府各机关的独立行政

法人评估委员会。在新制度中，为了让 PDCA 四步骤（PLAN（计划）、DO

（实施）、CHECK（评估）、ACTION（改善））充分发挥作用，从独立行政

法人的目标制定到业务改善，全部环节均由主管大臣负责，同时，由总务

省设立的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作为政府唯一的第 3 方机构，对

主管大臣的目标设定及评估进行检查。

　　为保证 RIETI 的评估具有实效性，还经常听取外部有识之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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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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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简称 RIETI）作为从事政策

研究并提供建议的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1 年 4 月。从成立

之初至今，一直进行基于证据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并利用霞

关的地理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政府决策部门、学术研究界及

产业界合作的互动效应，提供与经济、产业及社会相关的各种政

策建议，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RIETI 根据政策需求设定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鼓励研究人

员在总体框架之中开展自由研究，同时将不同的研究有机地结合

起来，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积极吸收有识之士和相关人员的真知灼

见，充分发挥研究的互动效果，以活跃的政策提案促进政策讨论

和决策工作。为了让以上述多种方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效普及并

作为政策建议，研究所积极利用网站、宣传杂志、出版物等多种

方法进行宣传。并且，为了实现灵活的跨学科研究体制，除了专

职研究员，还聘任了大学教授兼职的教职研究员、隶属于行政机

关但同时参加研究活动的顾问研究员等多种形式的研究员。

　　2015 年度是第 3 期中期目标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RIETI

总结了第 3 期的成果并出版了书籍，举办了研讨会，以多种方式

公布了研究成果。为了在应对时刻变化的国际动向的同时，构建

充满活力而日臻成熟的日本社会，需要超越迄今的框架开展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政策。今后，在政策形成过程中，

RIETI 将继续向政府决策部门高效且富有成果地提供理论依据及

知识网络，并以为强化政策形成能力、提高政策质量以及活跃政

策讨论做贡献为使命，开展各种活动。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5/4–2016/3

简称一览

RIETI：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经济产业省

CRO：首席研究员

SRA：高级研究顾问

PD：研究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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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访问学者

RC：研究调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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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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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 隆敏 国际宏观经济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教授 滨口 伸明 地区经济

东京经济大学经济系教授 长冈 贞男 技术与创新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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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

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深尾 光洋 社会保障与税制财政

武田 晴人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高级研究顾问（SRA）

河合 正弘（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特任教授）

根津 利三郎（前株式会社富士通总研经济学者）

矢野 诚（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吉川 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若杉 隆平（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 

小野 俊彦（经济同友会监事）

小笠原 直（监查法人 Avantia GP 法人代表、公认会计师）

古城 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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黒田 昌裕（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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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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国际问题与开发研究所教授）

吉野 直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6 年 3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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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截至 2016 年 3月底）

经济产业大臣

研究部总务部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研究部部长
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研究调整主任（负责政策史）

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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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与数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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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及宣传部副部长

成果普及策划主管

宣传、编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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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史主管

总务部部长

总务部副部长

统筹 / 信息公开 · 信息机要主管

后勤主管

财务主管

信息系统主管

人事劳动主管

高级研究员、研究员
教职研究员
顾问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研究助理等

项目主任

高级研究顾问

所长

特别顾问 / 顾问 理事长

监事

内部监查室

理事

副所长

会议事务主管

国际事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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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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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成政策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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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部分修改法（2014 年法律第 66 号）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独立行政法人引进了新的目标与评估制度，

废除了迄今为止对独立行政法人进行评估的中央政府各机关的独立行政

法人评估委员会。在新制度中，为了让 PDCA 四步骤（PLAN（计划）、DO

（实施）、CHECK（评估）、ACTION（改善））充分发挥作用，从独立行政

法人的目标制定到业务改善，全部环节均由主管大臣负责，同时，由总务

省设立的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作为政府唯一的第 3 方机构，对

主管大臣的目标设定及评估进行检查。

　　为保证 RIETI 的评估具有实效性，还经常听取外部有识之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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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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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简称 RIETI）作为从事政策

研究并提供建议的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1 年 4 月。从成立

之初至今，一直进行基于证据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并利用霞

关的地理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政府决策部门、学术研究界及

产业界合作的互动效应，提供与经济、产业及社会相关的各种政

策建议，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RIETI 根据政策需求设定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鼓励研究人

员在总体框架之中开展自由研究，同时将不同的研究有机地结合

起来，通过研讨会等形式积极吸收有识之士和相关人员的真知灼

见，充分发挥研究的互动效果，以活跃的政策提案促进政策讨论

和决策工作。为了让以上述多种方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效普及并

作为政策建议，研究所积极利用网站、宣传杂志、出版物等多种

方法进行宣传。并且，为了实现灵活的跨学科研究体制，除了专

职研究员，还聘任了大学教授兼职的教职研究员、隶属于行政机

关但同时参加研究活动的顾问研究员等多种形式的研究员。

　　2015 年度是第 3 期中期目标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RIETI

总结了第 3 期的成果并出版了书籍，举办了研讨会，以多种方式

公布了研究成果。为了在应对时刻变化的国际动向的同时，构建

充满活力而日臻成熟的日本社会，需要超越迄今的框架开展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政策。今后，在政策形成过程中，

RIETI 将继续向政府决策部门高效且富有成果地提供理论依据及

知识网络，并以为强化政策形成能力、提高政策质量以及活跃政

策讨论做贡献为使命，开展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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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8901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1-3-1

经济产业省别馆11层

Tel: 81-3-3501-1363

FAX: 81-3-3501-8577

E-mail: info@rieti.go.jp

URL: http://www.rieti.go.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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