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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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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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致力于循证决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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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为第4期中期目标的第一年度。RIETI设置了9个研究项

目，在各个项目主任的带领下展开了多项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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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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日本经济在日元贬值、货币宽松政策、石油价格下跌及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下稳步

发展，企业收益创历史新高，设备投资也逐步增加。此外，工资也开始缓慢上涨，拉动了消费。

　　另一方面，经济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工资涨幅低于企业收益的增长，经济复苏尚未普遍

惠及家庭收支，实现内需主导型经济复苏依然任重道远。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积极推进劳动方式改革，通过解决劳动时间过长问题等实现工作生活平衡，

并通过改善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生产率等来搞活内需。 

　　RIETI从2016年4月起，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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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人口减少的困境”为出发点，设定了第4期中期目标。2016年度发表了许多关于经济金融、社会

保障、人力资本、贸易政策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论文，并多次举办有关人工智能、英国脱欧、劳动方式

改革等研讨会和讲座。 

　　RIETI还致力于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完善并提供相关研究领域的数据库。2016年

度更新并扩充了生产率（JIP、CIP）及各产业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等方面的数据库。

　　RIETI作为政策智库，今后将一如既往，为经济产业社会政策的制定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循

证决策提供建议。同时，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讲座等，发布研究成果。今后，请继续对我们的工作
给予鞭策与支持。 

　　　　　　　　　　　　　　　　　　　　　　　　　　　　　　　　　　　　　 理事长　中岛 厚志
　　　　　　　　　　　　　　　　　　　　　　　　　　　　　　　　　　　　　 2017年5月 

　　RIETI旨在强化经济和产业的知识并加深理解，为日本经济产业政策的决策做贡献。尤其是在

2016年4月开始的第4期中期目标期间，鉴于伴随低生育率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减少日益严重、技

术革新带来的第4次工业革命、经济合作的深化、制定全球规则的竞争加剧等经济社会的剧烈“震

荡”，我们提出了下述三项主要课题：

　Ⅰ.在世界经济中培养日本经济的强项

　Ⅱ.成为创造革新的国家

　Ⅲ.超越人口减少的困境

并据此①弄清产业、人才、财政、国际经济等各个政策领域的相互作用，②找出日益多样化、复杂化

的经济社会课题的实际状态和本质，为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推进高度专业化和“横跨各领域”的

循证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国际性经济政策研究的智库，RIETI充分发挥下述三个强项的特点： 

　　1.不拘泥于现有政策，发挥独立行政法人客观中立地开展研究的优势，从政府和学术双方的角

度，为制定新政策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建议。 

　　2.以汇集了国内外顶级研究机构、大学、产业界等广泛睿智人才的网络为基础，开展融合多个

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3.通过提供利用独一无二的数据库等得到的佐证，为精准地提出政策建议做贡献。

在世界全球度化和技术革新迅猛发展之中，为再创日本的发展道路，RIETI将倾尽全力推进研究。

　　　　　　　　　　　　　　　　　　　　　　　　　　　　　　　　　　　　　　　 所长　矢野 诚
　　　　　　　　　　　　　　　　　　　　　　　　　　　　　　　　　　　　 　2017年5月 

领导致辞



02

　　RIETI 需要在第 4 期中期计划（2016―2019 年）期间，

把“探讨经济产业政策时所需的中长期、结构性论点和政策

的方向性” （2015 年 4 月、产业结构审议会）纳入考量，按

照“日本再兴战略”等政府整体的中长期政策的方向，沿着

3个新经济产业政策的“中长期视点”推进研究工作。

　　第 4 期研究内容将以这些视点为基本方针，在各个研究

内容中挑选 9 个具备一定整合性的政策研究领域作为研究项

目，在这些项目下面又分别设置若干研究课题。根据研究的

进展情况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在出现新的研究需求时，根

据情况更改或追加研究项目（参见 P7 研究活动）。 

　　此外，以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为国内外的专家和政策

制定人员提供交流讨论的平台，还在启动研究项目时开设了

集思广益讨论会，以及工作论文（DP）、政策论文（PDP）讨

论会。 

　 研究活动

2016 年度活动概要 

（1）完善研究体制

（2）研究论文 

　　我们公开发表了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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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视向海外发布信息，关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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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篇、英文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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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篇、英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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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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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2016 年度 研究项目主任 下属的
研究课题数 

I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小林 庆一郎 FF 9

Ⅱ 贸易投资 富浦 英一 FF 8

Ⅲ 地区经济 滨口 伸明 FF 7

Ⅳ 创新 长冈 贞男 FF 5

Ⅴ 产业前沿 大桥 弘 FF 10

Ⅵ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7

Ⅶ 人力资本 鹤 光太郎 FF 8

Ⅷ 法律与经济
矢野 诚 所長、CRO

（研究项目代主任） 1

Ⅸ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武田 晴人 FF 4

SP 特定研究（不隶属于研究项目） 6

研究课题总数 65

三个经济产业政策的“中长期视点” 

1. 在世界经济中培养日本经济的强项 
2. 成为创造革新的国家 
3. 超越人口减少的困境 

　　2016 年度是第 4 期中期计划（2016―2019

年度）的第一年，第 4 期中期计划的使命是充分利

用 RIETI 自身在研究网络方面的优势，向日益多样化、

复杂化的国内外各种课题提供循证决策的建议，为制

定经济产业政策做出贡献。2016 年度，我们根据这

一使命，完善了以 9 个研究项目为中心的研究体制。

针对 AI（人工智能）研究项目等涉及多个领域并相

互联通的研究对象开展了跨领域的研究。发展地继承

了过去 15 年的成果，并为继续提高作为“知识平台”

的功能，我们还通过与国内外民间研究机构的研究人

员和企业的实际业务人员等开展人才交流，深化合作，

积极发表研究成果。 

　　下面我们介绍 2016 年度 RIETI 的研究和信息

发布活动。
(※ 文中的职务为当时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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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日本企业治理的结构改革是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

一环，已进入新阶段。

　　RIETI 的“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风险承担与企业治

理”研究课题，针对管理职责法和公司治理法进行了分析，

2017 年 2 月公开出版了《企业治理与发展战略》一书。

　　研讨会分为第一部分“迈向新的所有结构”、第二部分

“企业治理的实态”、第三部分“企业治理改革的未来”，就

日本企业的实证分析等交换了意见，介绍了研究成果。之后，

对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独立董事的选任、经营决策者的更替

等日本企业治理制度的变化和影响进行了验证，并探讨了今

后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课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61001/info.html 

RIETI 政策研讨会

企业治理改革与日本企业的成长
2016年6月10日

（3）研究合作

　　RIETI 与世界多家研究机构开展交流，致力于对全球性

课题进行合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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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展开研究交流活动。2016 年 11 月，共同举办了

关于英国脱欧 (Brexit) 的研讨会，邀请专家从贸易、劳动、

金融等方面进行讲演。从 2012 年开始，CEPR 运营管理的政

策门户网站 VoxEU.org 也与 RIETI 网站相互转载专栏文章，

已经即时转载了有关经济弹性、后真相政治等内容的专栏文

章（2016 年度相互转载文章 47 篇）。 

　　另外，与台湾经济研究院（TIER）和韩国产业研究院

（KIET）每年合作举办研讨会，最近一次于 2016 年 12 月在

台湾高雄召开，就“在世界形势不确定之中，东南亚经济关

系日趋重要”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

2017 年 3 月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日本研

究中心（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JRC）首次

共同举办了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创新等问题。 

　　除此之外，还与许多研究机构共同举办了讲座等，开展

了合作研究。 

2016 年 12 月 8 日
TIER-RIETI-KIET 工作研讨会
Advanc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Southeast Asia 

VoxEU.org 刊登的森川正之 RIETI 理事、副所长的专栏 

（1）研讨会、工作研讨会、讲座 

　　2016 年度 RIETI 举办了 29 场研讨会、工作研讨会、讲

座（包括特别 BBL 论坛），围绕企业治理改革、IoT、第四次

产业革命、英国脱欧、美国新政权、劳动方式改革、汇率等

主题进行了讨论。

　　利用午休时间举办的 BBL 论坛更多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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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5 研讨会、工作研讨会和讲座）。 

宣传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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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决定退出欧盟（Brexit）给在英国和欧洲的日本

企业带来的影响令人担忧。RIETI 在过去 10 年中与欧洲

屈指可数的智囊机构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一直保持着研究交流，

此次为了探讨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和课题，共同举办了研讨

会。 

　　研讨会前半部分由 CEPR 所长 Richard Baldwin 等三位

嘉宾分别就贸易投资、劳动市场和国际金融领域进行了讲演。

后半部分的嘉宾讨论环节，在发表讲演的三位嘉宾之外，还

邀请了日本产学官各方面相关的四位嘉宾参加，讨论了英国

脱欧对日本及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对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方向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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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岛厚志理事长担任主持，2016 年度共召

开了 4次会议。 

　RIETI 重点课题讨论会　

在网站上发布研讨会概要 

第15次　2016年6月2日

能源价格、汇率及国际经济秩序

第16次　2016年11月17日
提高生产率与劳动方式改革

第17次　2017年1月26日
美国新政权下的贸易政策与就业及社会保障的走向

第18次　2017年3月22日
第4次工业革命的动向与课题——与时俱进

左：小川 英治(FF) / 右：藤 和彦(SF) 

左：鹤 光太郎(PD、 FF) / 右：深尾 京司(PD、 FF) 

左：川口 大司(FF) / 右：富浦 英一(PD、FF) 

左：岩本 晃一(SF) / 右：长冈 贞男(PD、FF) 

RIETI-CEPR 研讨会

Brexit ：英国与全球经济的未来
2016年11月7日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0701/info.html



　　　

05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6/4 --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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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的主题包括护理、国际金

融监管、世界经济预测、人工智能、IoT、能源对策、美国

总统大选、日俄关系、劳动方式的男女不平等、中国经济等

各种各样的内容（参见 P76 BBL 论坛）。 

　BBL 论坛（Brown Bag Lunch Seminar）

2016年7月15日
菅野 雅明  JP摩根证券株式会社 主任经济师

如何应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日本的危机管理计划

2016年9月9日
Kalpana KOCHHA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事局 局长 

She Is the Answer─ IMF's work on gender issues 
and promoting womenomics in Japan

2016年9月29日
吉川 洋   RIETI SA、FF / 立正大学经济系 教授 

人口与日本经济 

2016年10月20日
Clifford WINSTON   Senior Fellow, Economic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2）出版物

　　2016 年度作为 RIETI 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 5 册

书籍（参见 P62 出版物）。

服务立国论
——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

森川 正之（理事、副所长）著

从核泄漏事故后的能源供给看日

本经济——东日本大地震带来了什么

样的影响？

马奈木 俊介（FF）編著 

无形资产经济学
无形资产投资与日本生产率的提高

宫川 努（FF）、 浅羽 茂、 细野 薰（FF）编  

人才觉醒经济
鹤 光太郎（PD、FF）著 

企业治理与发展战略
宫岛 英昭（FF）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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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4）网站 

　　以季刊形式发行了介绍 RIETI 主要活动的宣传杂志

《RIETI Highlight》，并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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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 RIETI

第 4 期中期目标期间、企业间网络、企业治理改革、提高生

产率、劳动方式改革、全球经济走向等。此外，在专刊中还

介绍了 RIET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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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P64 各种宣传资料） 。

　　RIETI 的网站由日文、英文和中文 3 国语言构成，使用

智能手机等便携式信息终端也可以访问。网站登载研讨会和

讲座的通知、新发表的研究论文和摘要、研究员的专栏文章、

世界权威学者的专栏“世界视点”等 RIETI 活动的最新信息。 

　　2016 年度读者高度关注的主题有工作生活平衡、第 4

次工业革命、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权等。此外，为了

适应发布信息工具的多样化，积极发布研究成果，RIETI 利

用脸书发送信息，或按指定的政策分类发送电子短信“新到

信息发送服务”等，即时提供信息服务（参见 P63 网站）。 

季刊（冬季号）

专刊（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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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http://www.rieti.go.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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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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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2 有关企业所得税归宿的理论性、实证性分析 土居 丈朗 FF 10
I-3 关于低生育率及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及其所处社会中的经济行为的分析 殷 婷 F 11
I-4 汇率和国际货币 小川 英治 FF 11
I-5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济学 市村 英彦 FF / 清水谷 谕 CF 11
I-6 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中长期性关联 植田 健一 FF 12
I-7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THORBECKE, Willem SF 12
I-8 少子老龄化进展中的财政与社会保障政策 北尾 早雾 FF 13
I-9 低增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 藤原 一平 FF 13

V研究项目　II　　　贸易投资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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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I-2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构分析——政策间对立、软法及非政府主体相关关系的研究 间宫 勇 FF / 米谷 三以 CF 14
II-3 关于FTA的研究 浦田 秀次郎 FF 15
II-4 关于企业国际与国内网络的研究 户堂 康之 FF 15
II-5 关于中国市场与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 若杉 隆平 FF 16
II-6 贸易成本的分析 石川 城太 FF 16
II-7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Ⅲ期） 川濑 刚志 FF 17
II-8 不确定的日本经济中企业的国内经营与国际化研究 张 红咏 F 17

研究项目　III　　   地区经济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III-1 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与地区经济 滨口 伸明 FF 18
I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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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II-3 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进化与对地方振兴的应用 中村 良平 FF 19
III-4 地区金融在振兴地方经济中的预期作用——让金融为提高地区经济的就业质量做贡献 家森 信善 FF 19
III-5 组织间网络的动态与地理空间 齐藤 有希子 SF 19
III-6 为分析经济集群的空间样式和因素构建实证框架 森 知也 FF 20
III-7 固定资产税的经济财政效果与改革的方向 佐藤 主光 FF 20

V研究项目　IV　　    创新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IV-1 产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 长冈 贞男 FF 21
IV-2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21
IV-3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 山内 勇 RAs 22
I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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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V-5 关于企业数据管理及有效利用的实证研究 渡部 俊也 FF 22

研究项目　   V　　    产业前沿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V-1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大桥 弘 FF 24
V-2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滨 升 FF / 大桥 弘 FF 24
V-3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吉川 洋 FF / 宇南山 卓 FF 24
V-4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植杉 威一郎 FF 25
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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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V-6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研究 田中 诚 FF 25
V-7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马奈木 俊介 FF 26
V-8 IoT带来的生产率革命 岩本 晃一 SF 26
V-9 为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分析经济网络与大规模模拟 青山 秀明 FF 26
V-10 商品市场的经济与金融分析 大桥 和彦 FF 27

研究项目　I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研究课题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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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VI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 课题副主任 刊登页码

VI-1 东亚产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 权 赫旭 FF 28
VI-2 无形资产投资与生产率——探讨与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投资的关联性及投资配置 宫川 努 FF 28
VI-3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完善为了地方振兴的基础数据 德井 丞次 FF 29
VI-4 关于医疗与教育质量的测算及其决定性因素的分析 亁 友彦 FF 29
VI-5 关于企业发展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 细野 薰 FF 30
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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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VI-7 生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估 野村 浩二 FF 31

V研究项目　VII　　　人力资本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VII-1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鹤 光太郎 FF 33
VII-2 利用企业和职工匹配面板数据展开劳动市场研究 山本 勋 FF 33
VII-3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卫生的研究2 关泽 洋一 SF 34
VII-4 为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34
VII-5 企业内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经济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大湾 秀雄 FF 35
VII-6 日本劳动市场的转变——努力建立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 川口 大司 FF 35
VII-7 日本企业的人才利用与能力开发的变化 樋口 美雄 FF 35
VII-8 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的研究 山本 勋 FF 36

研究项目 　VIII　　法律与经济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VIII-1 标准化与知识产权化——战略与政策　 铃木 将文 FF、青木 玲子 FF 37

研究项目 IX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IX-1 产业政策的历史性研究 武田 晴人 FF 38
IX-2 围绕京都议定书的政治过程的把握与分析的相关研究 牧原 出 FF 38
IX-3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冈崎 哲二 FF 38
IX-4 日本循证政策的推进 山口 一男 VF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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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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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P-2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风险承担与公司治理 宫岛 英昭 FF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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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能 一成 F 41
SP-4 完善并有效利用RIETI数据 五十里 宽 SF 41
SP-5 老龄化社会对移民态度的调查研究 中田 启之 SF 42
SP-6 有关官民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和第三部门重组的调查研究 后 房雄 FF 42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6/4 --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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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研究项目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在维持长期持续性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共同课题的局面下，日本先于其他国家面临急

剧的少子老龄化现象。保持日本的经济活力，可以对今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具体

来说，本研究对亚洲地区货币篮子的作用等制度基础设施、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的动向、

长期通缩的机制等进行分析。另外，还对老年人面板数据的分析、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

改革的方向性、经济复苏和重建财政的政策建议等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研究项目主任 小林 庆一郎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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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线。

在政治思想层面，从政治学的框架来考察跨世代的

时间坐标上的政治决策。

政策论文

●债务问题与长期经济停滞（小林 庆一郎）（PDP 17-P-013）

I-1

课题主任 ：小林 庆一郎 FF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微观、
宏观、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成果

课题概要

在宏观经济中对企业所得税应由谁来负担、负担多

少进行定量分析，开发可进行分析的理论模型，并据此进

行计量分析。然后，在定量性显示企业所得税减税的好处

将惠及国民各个阶层的同时，指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方式

的政策含义。在理论模型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企业的设备

投资行为及筹资的变化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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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

而根据财务数据，提出理论模型显示的企业所得税的最

终负担额度。

工作论文

●从外形标准课税制度的影响与地区间差距的观点分析企业总部

迁移行为与决定迁移地点的因素（名方 佳寿子）（DP 16-J-

055）

I-2

课题主任 ：土居 丈朗 FF

有关企业所得税归宿的理论性、
实证性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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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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在日本最大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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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的晚婚化

现状及其决定性的要因。第 2，分析因老龄化引起的父母

与子女的消费、储蓄、就业行为以及家庭内外护理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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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特

色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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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Can Financial Literacy Reduce Anxiety about Life in Old Age? 

(KADOYA Yoshihiko and Mostafa Saidur Rahim KHAN) (DP 

16-E-076）

政策论文

●护理保险施行 15 年的经验和展望 ：是福利回归还是市场原理

的整合（铃木 亘）（PDP 16-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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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目的

是，在“汇率与国际货币”这一比较宏观的课题之下，从多

I-3

课题主任 ：殷 婷 F

关于低生育率及老龄化背景下家
庭及其所处社会中的经济行为的
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I-4
课题主任 ：小川 英治 FF

汇率和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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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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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Exchange Rate and Utiliz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ocus on rules of origin (HAYAKAWA Kazunobu, Han-Sung 

KIM and YOSHIMI Taiyo) (DP 17-E-007)

●Declining Japanese Yen and Inertia of the U.S. Dollar  (OGAWA 

Eiji and MUTO Makoto) (DP 17-E-018)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Japan's Trade Balance (SASAKI Yuri 

and YOSHIDA Yushi) (DP 17-E-042)

●Safe Haven Currency and Market Uncertainty: Yen, renminbi, 

dollar, and alternatives (MASUJIMA Yuki) (DP 17-E-048)

RIETI-IWEP-CESSA Joint Workshop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Currency: Perspective from  
China and Japan” (2016/11/19)

课题概要

在全世界史无前例的老龄化高速进展中，需要在保

证不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建构可持续性社会

保障体系。本研究课题超越迄今为止对医疗、护理、年金

按领域划分开展研究的方法和使用宏观模型进行分析的

局限，为实现以老年人多样性为前提的微观及综合性市

场指向型的“新”方法，并在对以往实施的调查及同样的

老年人调查（HRS/ELSA/SHARE）给予充分的知识性支援的

基础上，展开“世界标准”的中老年跟踪数据调查。通过收

集健康状态、经济情况、家庭状况、社会参与等多方面并

可进行国际比较的数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领域确立

依据丰富的微观数据的“循证决策”，并通过日本的经验

对各国的政策制定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I-5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
化的新经济学
课题主任 ：市村 英彦 FF
课题副主任 ：清水谷 谕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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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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对低利率政策的影响及广义上的公

司治理等与国内结构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工作论文

●Monopol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 (UEDA Kenichi and Stijn CLAESSENS) (DP 

16-E-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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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出口结构如何随时间变化实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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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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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6

课题主任 ：植田 健一 FF

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中长期
性关联

主要研究成果

I-7

课题主任 ：THORBECKE, Willem SF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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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够从其它产业经济政策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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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的出口如何得

到提高？这些国家能够生产出多少接近最先进技术的产

品，怎样才能提高比较优势？

（7）在日本、亚洲及其它国家，什么样的政策促进增

长与稳定？

工作论文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U.S. Monetary Policy Normalization 

on the ASEAN-4 Economies (Willem THORBECKE) (DP 16-E-

070)

●Understanding the Flow of Electronic Parts and Components 

in East Asia (Willem THORBECKE) (DP 16-E-072)

●China's Electronics Exports, the Renminbi, and Exchange 

Rates in Supply Chain Countries (Willem THORBECKE) (DP 16-

E-088)

●A Yen for Change: The strong yen and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Willem THORBECKE) (DP 17-E-005)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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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要

在少子老龄化的急速进展中，必须重新审视财政及

社会保障制度。本研究构建以生命周期中的微观个人决

策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对少子老龄化的进展给经济

制度改革造成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根据今后的预期人

口结构变化，展望社会保障及财政政策的方式，并把微观

数据及制度的详细内容并入模型，对由于政策不同而带

来的对宏观经济及个人福利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

工作论文

●When Do We Start? Pension reform in aging Japan (KITAO 

Sagiri) (DP 16-E-077)

●Population Aging, Health Care, and Fiscal Policy Reform: The 

challenges for Japan (HSU Minchung and YAMADA Tomoaki) 

(DP 17-E-038)

课题概要

自以雷曼兄弟证券公司倒闭为标志的世界金融危

机以后，发达国家一直陷于低增长、低通胀的状况。长期

低增长的结果，使传统的政策方法也日趋穷途末路。

本研究课题首先探讨即使陷于低增长、政策实施余

地有限的情况下也能见效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其次，

老龄化和全球化不仅是低增长的原因，也经常被视为低

增长的结果，本研究还将考察老龄化和全球化等结构变

化对经济周期及政策的影响。

I-8

课题主任 ：北尾 早雾 FF

少子老龄化进展中的财政与
社会保障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I-9
课题主任 ：藤原 一平 FF

低增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

工作论文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East Asia: China, Korea, and Japan 

(ICHIMURA Hidehiko, Xiaoyan LEI, Chulhee LEE, Jinkook LEE, 

Albert PARK and SAWADA Yasuyuki) (DP 17-E-029)

属于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年

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综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老龄化的新经
济学
课题主任 ：市村 英彦 FF
课题副主任 ：清水谷 谕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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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项目 贸易投资

　　在全球化形势下讨论日本的经济政策时，对国际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解越发重

要。本研究项目在关注企业活动的国际化（出口、海外生产）的同时，还对企业的国际化交

易网络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从实证及法律制度角度对贸易政策、国际化贸易及投资规

则进行分析。

研究项目主任 富浦 英一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下述两项内容进行分析：

（1）以日本制造业的中型骨干企业和大企业为对象

实施独自调查，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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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企业层面的大规模数据加

以验证。

工作论文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调查的概要（富浦 英一、伊藤 万里、

松浦 寿幸、若杉 隆平）（DP 17-J-028）

II-1

课题主任 ：富浦 英一 FF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
易网络的实证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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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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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

管是对象事项（目的）还是参加主体，及其约束力和执行

手段也多样化。本课题的目的在于对由这些国际经济法

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整体以及全球化治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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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分析多哈发展议程和后京

都协议书谈判停滞等的原因，也可以成为分析 WTO 协定

及投资议定等先例的基础。

工作论文

●国际关系中全球治理问题的新视角（间宫 勇、米谷 三以）（DP 

16-J-056）

II-2 围绕国际经济法全球化治理的结
构分析—政策间对立、软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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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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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归纳不断扩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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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Choosing Between Multipl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s: 

Evidence from Japan's imports (HAYAKAWA Kazunobu, 

URATA Shujiro and YOSHIMI Taiyo) (DP 17-E-002)

●Multilevel Analysi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HIDO Hikari) 

(DP 17-E-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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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针对（1）迎击经济冲击扩

展的强有力的国内供应链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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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和业绩的关

系；（3）中等收入国家企业与政治的网络和贸易保护主义

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分析，

对为重振日本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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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本研究预期的

目的。

II-3
课题主任 ：浦田 秀次郎 FF

关于 FTA 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II-4

课题主任 ：户堂 康之 FF

关于企业国际与国内网络的研
究

工作论文

●Are Seminars on Export Promotion Effectiv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Yu Ri KIM, TODO Yasuyuki, 

SHIMAMOTO Daichi and Petr MATOUS) (DP 16-E-078)

●Identifying and Decomposing Peer Effects on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Usin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HIMAMOTO 

Daichi, TODO Yasuyuki, Yu Ri KIM and Petr MATOUS) (DP 16-

E-083)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Japanese Supply Chains (Michal 

FABINGER, SHIBUYA Yoko and TANIGUCHI Mina) (DP 17-E-

022)

●Accounting for Heterogeneity in Network Formation 

Behavior: An application to Vietnamese SMEs (HOSHINO 

Tadao, SHIMAMOTO Daichi and TODO Yasuyuki) (DP 17-E-

023)

●Propagation of Negative Shocks through Firm Networks: 

Evidence from simulation on comprehensive supply chain 

data (INOUE Hiroyasu and TODO Yasuyuki) (DP 17-E-044)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Trade Credit (LU Yi, OGURA 

Yoshiaki, TODO Yasuyuki and ZHU Lianming) (DP 17-E-054)

政策论文

●从全球企业网络看日本企业的现状（户堂 康之、柏木 柚香）

（PDP 17-P-004）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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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主要对（1）中国抵制日货对日本企业产

生的影响；（2）中国手机市场中的竞争政策对企业行为产

生的影响；（3）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对中国企业以及日本企

业的影响；（4）国民对进口自由化以及是否接受移民等课

题进行实证性分析，并以这些分析为基础，为制定日本的

贸易产业政策提出必要的证据。

工作论文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Exogenous Shock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TANAKA Ayumu, ITO Banri 

and WAKASUGI Ryuhei) (DP 17-E-027)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ehavioral Biases,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Japan 

(TOMIURA Eiichi, ITO Banri, MUKUNOKI Hiroshi and 

WAKASUGI Ryuhei) (DP 17-E-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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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的地区性贸易自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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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通讯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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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贸易成本作出同样的分

析是不可能的。比如，如果着眼于运费，那么首先就有必

要把运费模型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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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5

课题主任 ：若杉 隆平 FF

关于中国市场与贸易政策的实
证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II-6
课题主任 ：石川 城太 FF

贸易成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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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应视其为地区性政策。但是降低

贸易成本，加深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就可以成为全球

化政策。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经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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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An Asymmetric Melitz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NAITO 

Takumi) (DP 16-E-079)

●Daily Gravity (TAKECHI Kazutaka)(DP 16-E-095)

●Early Agglomeration or Late Agglomeration? Two phases 

of development with spatial sorting (Rikard FORSLID and 

OKUBO Toshihiro) (DP 17-E-001)

●Assortative Matching of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SUGITA 

Yoichi, TESHIMA Kensuke and Enrique SEIRA) (DP 17-E-016)

●Tariffs, Vertical Oligopoly, and Market Structure (ARA 

Tomohiro and Arghya GHOSH) (DP 17-E-025)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mote Antidumping Protec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MUKUNOKI Hiroshi) (DP 17-E-031)

●A Larger Country Sets a Lower Optimal Tariff (NAITO Takumi) 

(DP 17-E-037)

国际工作研讨会

“Frontiers in Research on Trade Costs” (2016/8/4)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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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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间，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AIIB）为核心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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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本研究根据上述情况，探讨政

府干预对贸易投资确保中立的现有规则的适用性以及制

定新规则的可能性。 

另外，本研究课题还将继续对上期的 WTO 判例进行

研究。

工作论文

●限制国家补助与投资保护义务相互抵触问题（玉田 大）（DP 

16-J-051）

●Where is the Excess Capacity in the World Iron and Steel 

Industry?−A focus on East Asia and China ─ (KAWABATA 

Nozomu) (DP 17-E-026)

II-7

课题主任 ：川濑 刚志 FF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
研究（第Ⅲ期）

主要研究成果

课题概要

本研究对下述课题进行实证性分析；（1）以企业调

查为基础，构建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确定性和企业经营

之间的关系；（2）有关不确定性与设备投资和雇用的分

析；（3）有关日本企业参加全球价值链与宏观经济冲击影

响的分析；（4）对服务贸易限制给日本企业向海外发展带

来的影响的分析。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为日本经济产业政

策的形成提供必要的证据。

其他

●Japanese multinational networks in services (Dorothée Rouzet, 

Francesca Spinelli and Hongyong Zhang)

II-8

课题主任 ：张 红咏 F

不确定的日本经济中企业的国
内经营与国际化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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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研究项目 地区经济

　　把日本地区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一环，探讨国际贸易、资本与劳动的移动以及技术变化

给城市、地区、产业带来的影响，并对少子老龄化和地方振兴等重要政策课题提出建议。具

体研究内容包括：地方的外移产业的功能与地区内经济循环的促进、地方金融机关的功能

强化、有效利用最先进信息技术及运输基础设施的社会制度设计、国际生产网络（价值链）

的活用与增韧对策、经济空间结构与整合性统计指标的制定、以及政策制定框架的形成等

进行分析。

研究项目主任 滨口 伸明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总结人口减少与老龄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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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灾害等对地方生产网络产生的影响。

工作论文

●北陆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生产率（滨口 伸明、后闲 利

隆、早川 和伸、龟山 嘉大、丸屋 丰二郎、松浦 寿幸、白又 秀治、

张 栩）（DP 17-J-002）

●地方就业与人工智能（滨口 伸明、近藤 惠介）（DP 17-J-

023）

III-1

课题主任 ：滨口 伸明 FF

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与地区
经济

主要研究成果

课题概要

城市经济尤其与国际贸易及劳动市场有着密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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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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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导出适

用的经济政策。

工作论文

●Demographics and Tax Competi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MORITA Tadashi, SATO Yasuhiro and YAMAMOTO Kazuhiro) 

(DP 16-E-091)

●Pollution and City Size: Can Cities be Too Small? (Rainald 

BORCK and TABUCHI Takatoshi) (DP 16-E-094)

●Subsidy Competition, Imperfect Labor Market, and 

Endogenous Entry of Firms (MORITA Tadashi, SAWADA 

Yukiko and YAMAMOTO Kazuhiro) (DP 16-E-096)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Urban Accounting (OSHIRO Jun and 

SATO Yasuhiro) (DP 16-E-105)

III-2

课题主任 ：田渊 隆俊 FF

关于城市系统中贸易与劳动市
场的空间经济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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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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方振兴更具实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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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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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效应分析

政策论文

●地区就业投入产出模型的开发与适用（中村 良平）（PDP 16-

P-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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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包括：从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地

方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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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3

课题主任 ：中村 良平 FF

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进化与对
地方振兴的应用

主要研究成果

III-4

课题主任 ：家森 信善 FF

地区金融在振兴地方经济中的预期
作用——让金融为提高地区经济的
就业质量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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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看地方振兴的现状与课题——对产

业振兴行政负责人问卷调查的概要（小川 光、津布久 将史、

家森 信善）（DP 16-J-064）

●Effects of Main Bank Switch on Small Business Bankruptcy 

(OGANE Yuta) (DP 17-E-019)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组织间强有力的纽带关

系所产生的效果“连接力”，本研究课题聚焦于这种“连接

力”，对组织间网络的动态进行研究。组织间的纽带关系

分为企业间交易网络和知识波及网络，在构建这些网络

时存在地理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网络逐渐向全球化扩

展，要想有效利用“连接力”，需要在国内组织间构建强有

力的网络，同时，建立与海外间的高效率网络。为了得到

支援构建网络的政策启示，本研究对以下内容进行分析：

（1）在减少地理障碍以后，企业间的交易网络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 是否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 ? 从组织间的

合作研究和引用研究成果的关系来看，网络是否发生变

化？是否对知识创造活动的生产率产生影响 ?

（2）国内交易网络与国际贸易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

系？是否一起发生变化 ? 不仅直接贸易，而且把间接贸

易也考量在内，得到对构建高效率网络的启示。

工作论文

●Firm Dynamics, Misallocation, and Targeted Policies (In 

Hwan JO and SENGA Tatsuro) (DP 17-E-017)

●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on Innovation 

(INOUE Hiroyasu, NAKAJIMA Kentaro and SAITO Yukiko) (DP 

17-E-034)

主要研究成果

III-5
课题主任 ：齐藤 有希子 SF

组织间网络的动态与地理空间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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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论文

●间接贸易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石川 靖、齐藤 有希子、田冈 

卓晃）（PDP 17-P-009）

课题概要

本研究针对集群这一经济选址的典型形态，开发了

实证研究方法，统一在地图上检测出这些集群、进行空间

分布解析、因素分析、不同经济活动之间发生的集群协调

分析、以及识别由此形成的地区经济圈，揭示 1980 年以

后日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本研究主要以产业间

集聚度变化较大的制造业为对象，同时使用专利的公开

数据，对研发活动的集群也展开分析，首次尝试对知识创

造型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特点系统的研究。由于地区经

济圈的形成一般都超越了行政区划的范围，因此有望在

可持续地区产业政策方面对广域合作的方向得出具体的

启示。

工作论文

●Evolution of Siz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ities in Japan 

from 1980 to 2010: Constant churning and persistent 

regularity (MORI Tomoya) (DP 17-E-013)

课题概要

固定资产税一直被作为日本市町村的基础税收。在

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等价交换的意义上，被称为“应

益缴税”，在地方财政理论中，它还被列举为“合理的地方

税”之一。但是，固定资产税的实际情况未必是应益缴税

或合理的地方税。折旧资产缴税具有企业或资本缴税的

III-6

课题主任 ：森 知也 FF

为分析经济集群的空间样式和
因素构建实证框架

主要研究成果

III-7

课题主任 ：佐藤 主光 FF

固定资产税的经济财政效果与
改革的方向

特征，它有可能成为阻碍企业设备投资和选址的主要因

素。还有人指出，一直以来对小型住宅及农地的优惠措施

损害了土地的流动性和高效使用。固定资产税不仅与市

町村的财政，还与建设街区有着紧密关系。本研究课题在

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日本固定资产税的实际

情况，具体来说包括对农业用地的优惠措施（生产绿地）、

折旧资产缴税的经济效果等。针对后者着重研究亏损经

营多、容易受流动性制约的中小企业。以理论模型为基

础，使用市町村的数据，对现行的固定资产税对土地使用

（从农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和中小企业设备投资产生的

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从活跃地方经济、稳定市町村财

政的观点，探讨固定资产税的改革方向。

工作论文

●Indirect Exports and Wholesalers: Evidence from interfirm 

transaction network data (FUJII Daisuke, ONO Yukako and 

SAITO Yukiko) (DP 16-E-068)

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年度研究课题的

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课题主任 ：齐藤 有希子 SF

组织间经济活动中的地理空间网络及波
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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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研究项目 创新

　　创造新知识并用于解决问题是创新的根基，开发能够掌握发明过程的原始数据，为开

展国际水准的研究和循证决策做出贡献。具体内容包括，分析产业的创新能力、专利制度

等知识产权制度的方式、开放型创新、知识转让与人才移动、产学合作、技术标准、促进创

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等。

研究项目主任 长冈 贞男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创造新知识并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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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学合作的广泛观点出发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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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研究。

工作论文

●Contribution of Patent Examination to Making the Patent 

Scope Consistent with the Inven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OKADA Yoshimi, NAITO Yusuke and NAGAOKA Sadao) (DP 

16-E-092)

●Information Constraint of the Patent Office and Examination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s of initiation lags (NAGAOKA 

Sadao and YAMAUCHI Isamu) (DP 17-E-040)

IV-1

课题主任 ：长冈 贞男 FF

产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制度基础
设施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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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政策上的含义，以

促进向网络型创新体系的转变。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基于

企业层面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使用日美两国的创业数

据，进行风险环境相关分析；使用大数据的开放式创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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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创新方式。

工作论文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FUJIKAWA Naoto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6-E-102)

●Understanding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Bilateral vs. unilateral contracts (KANI 

Masayo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6-E-104)

IV-2

课题主任 ：元桥 一之 FF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
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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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truction in 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ing and 

survival of Japanese firms (IKEUCHI Kenta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7-E-055)

●Measuring Science Intensity of Industry using Linked Datase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KEUCHI Kenta, 

MOTOHASHI Kazuyuki, TAMURA Ryuichi and TSUKADA 

Naotoshi) (DP 17-E-056)

政策论文

●关于日本制造业活用大数据和创新的实际情况（元桥 一之）

（PDP 16-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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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一系列的分析，得出

对日本创新政策的启示。

IV-3
课题主任 ：山内 勇 RAs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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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后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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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产品和医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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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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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

●人工智能商务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及其展望——根据美国的

采访调查（久米 功一）（PDP 17-P-005）

课题概要

本研究对日本企业保存的数据从质量和数量上进

行评价，并制作俯瞰图，显示在各产业领域什么企业怎样

持有数据，然后探讨这些数据在什么样的合同条件下共

享才最合理。以俯瞰图为基础，本研究有望为讨论以什么

样的机制如何使用日本制造业保存的数据、发展什么样

的产业提供证据。具体来说要尝试掌握下述各项内容：

（1）日本企业在什么技术和产业领域、在什么程度上

持有什么样的数据？

（2）这些数据被如何管理？

（3）这些数据通过合同在什么程度上允许其他企业使

用？

（4）如果允许其他企业使用，合同中有什么附带条件？

（5）是否有利用数据的战略，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战略？

（6）今后，通过有效利用 IoT，把什么样的信息进行数

据化是重要的？

IV-4

课题主任 ：中马 宏之 FF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从文
理结合的视点来看

主要研究成果

IV-5

课题主任 ：渡部 俊也 FF

关于企业数据管理及有效利用
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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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调查的同时，还将举办研讨会探讨数据交易

及使用数据时的合同方式。以什么样的条件签订合同比

较合理，可以既保护权利又促进数据共享？对此将邀请

精通企业知识产权和竞争法的律师等来共同讨论。对这

一结果也进行数据分析并总结概括，制作将来有关数据

交易及使用数据时的签署合同准则。

研讨会

“IoT、BD、AI 时代的知识产权战略与人才培养”（2016/11/25）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研讨会

“IoT、BD、AI 时代的知识产权战略研讨会——数据与经验的保护、

共享与活用”（2016/6/20）

属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

成果（其他）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课题主任 ：渡部 俊也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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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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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研究项目 产业前沿

　　由于信息处理的升级与通讯网络的进化等基干技术的创新，不仅在世界主要国家，在

日本也开始出现产业结构变化的征兆。通过使用传感器技术的 IoT（物联网），可以获得

庞大的非结构性数据，AI（人工智能）的技术也正在走向实用化。在新产业前沿正在形成

的日本，在以往的个别产业政策的基础上，把跨产业政策也纳入视野，为解决日本经济面

临的政策课题开展研究。

研究项目主任 大桥 弘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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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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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重要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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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课题主任 ：大桥 弘 FF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 ：川滨 升 FF
课题副主任 ：大桥 弘 FF

V-2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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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探讨测算创新的新指标，测算对资产市场的影响，并测

算政策参与的效果。在理论方面，以经济物理学为基础展

开研究，在实证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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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Heterogeneous Investor Behaviors and Market Volatility in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KIMURA Yosuke) (DP 17-E-003)

●A Semantic Analysis of Monetary Shamanism: A case of 

the BOJ's Governor Haruhiko Kuroda (KEIDA Masayuki and 

TAKEDA Yosuke) (DP 17-E-011)

●A Function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Space o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s (ARATA Yoshiyuki) (DP 17-E-015)

课题主任 ：吉川 洋 FF
课题副主任 ：宇南山 卓 FF

V-3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6/4 -- 2017/3 25

V
产
业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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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受关注的政策问题设定研究课

题，主要通过使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公布成果。最近受

关注的政策问题的研究课题有：在引进促进中小企业顺

畅发展法以后经营停滞的中小企业实态及如何对这些企

业进行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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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业务重组过程中

股东资金的作用。另外对上述之外的研究课题，房地产市

场与金融机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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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政策性建议。

工作论文

●金融机构等支援企业经营的方式与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根

据金融促进法结束后的金融现状调查（家森 信善）（DP 17-J-

016）

●Inefficiency in Rice Production and Land Use: A panel study 

of Japanese rice farmers (OGAWA Kazuo) (DP 17-E-020)

●Product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Information for Loan 

Pricing (Jiangtao FU and OGURA Yoshiaki) (DP 17-E-028)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Japan (TSURUTA Daisuke) (DP 17-E-

045)

●SME Policies as a Barrier to Growth of SMEs (TSURUTA 

Daisuke) (DP 17-E-046)

●Intangible Assets and Firms' Liquidity Holdings: Evidence 

from Japan (HOSONO Kaoru, MIYAKAWA Daisuke and 

TAKIZAWA Miho) (DP 17-E-053)

●Adverse Selection versus Moral Hazard in Financial 

Contracting: Evidence from collateralized and non-

collateralized loans (UCHIDA Hirofumi, UESUGI Iichiro and 

IWAKI Hiromichi) (DP 17-E-058)

V-4
课题主任 ：植杉 威一郎 FF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研讨会

“Hitotsubashi-RIET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al Estate 

Market, Productivity, and Prices” (2016/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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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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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概要

日本正在推动电力系统改革，预计于 2016 年 4月电

力零售业市场实现全面自由化，并努力在 2018 年至 2020

年，依据法律分离送配电部门，进一步确保其中立性。 

要实现稳定供给和高效率，还需要解决电力批发、零售、

供求调整能力等建立市场交易规则等各种问题。本研究

V-5

课题主任 ：山下 一仁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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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

课题主任 ：田中 诚 FF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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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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电力市场的理论、实证和

模拟研究。 

工作论文

●Sustainable Transmission Planning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Electricity Industries: Balanc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Afzal S. SIDDIQUI, 

TANAKA Makoto and Yihsu CHEN) (DP 17-E-024)

课题概要

美国、德国等将人工智能视为新产业的尖端技术思

想，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和做法受到广

泛的关注。这种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今后将会引发产业

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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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汽车等日本在国内备

受瞩目的技术，在安全、保安、事故发生时的保障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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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考今后的产

业政策来说必不可缺。并且，本研究根据上述背景，弄清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化有多少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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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围绕 AI 的法律规定的基本想法（森田 果）（DP 17-J-011）

●Consumer Demand for Fully Automated Driving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Japan (Kong Joo SHIN and MANAGI 

Shunsuke) (DP 17-E-032)

主要研究成果

V-7

课题主任 ：马奈木 俊介 FF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
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课题概要

现在，有两个虽然有社会需求但却基本上没有

着手开发的重大领域；第一个是完善基础信息数据，

这些数据在政策当局、研究机构和民间企业计划 IoT/

Industrie4.0/AI/Big Data/IT 领域的业务时是基础、未

来将继续引用的基础信息数据：第二个是把它普及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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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为此开展

支持向地方和中小企业进行推广普及的调查分析。

工作论文

●石川县加贺市人口减少的原因分析（岩本 晃一）（DP 16-J-

057）

政策论文

● 推动工业 4.0 的德国国内情况及国家目标（岩本 晃一）（PDP 

16-P-009）

● 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展——日德比较（岩本 晃一）（PDP 16-

P-010）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大规模经济数据、尤其是 CRD 的中小

企业数据和 RIETI 的交易网络数据展开分析、构建模型

并进行模拟，由此提出宏观审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现象的本质是多个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

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产生集体运动。包括经济周期和连

锁破产在内的经济危机正是这种本质的典型现象。因此，

要想检测出危机，并为采取对策制定宏观审慎政策，首先

就需要检测出这种集体运动，并建立动态学模式。另一方

面，大规模经济数据中包含的企业等经济主体的数量每

V-8
课题主任 ：岩本 晃一 SF

IoT带来的生产率革命

主要研究成果

V-9

课题主任 ：青山 秀明 FF

为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分析经济
网络与大规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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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 100 万家左右，这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日本可以引以

为豪的实体经济数据。因此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可以

得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课题将与计算机“京”

进行合作，投入大量计算资源，展开世界绝无仅有的大规

模解析。

通过上述解析，本研究可以向至今定义模糊的宏观

审慎政策提供能够定量验证的定义，并可以据此建立宏

观经济状态的观测方法、探讨政策，充分利用发生外部冲

击或假想冲击时的模拟，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是为商品价值评估、风险管理和

投资决策提供助力，使用金融知识与方法分析商品市场。

具体内容包括：（1）商品价格的风险特性；（2）商品价格与

股票、债券等其他资产价格的关系；（3）商品价格与宏观

经济的关系；（4）JEPX 市场中电力价格的决定因素；(5)

电力自由化与企业财务的关系等理论和实证分析。

工作论文

●Commodity Spot, Forward, and Futures Prices with a Firm's 

Optimal Strategy (NAKAJIMA Katsushi) (DP 17-E-008)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Commodity Price Shocks on Asian 

Economies (INOUE Tomoo and OKIMOTO Tatsuyoshi) (DP 

17-E-009)

V-10
课题主任 ：大桥 和彦 FF

商品市场的经济与金融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Measures to Promote Green Cars: Evaluation at the car 

variant level (KITANO Taiju) (DP 16-E-075)

出版物

《从核泄漏事故后的能源供给看日本经济——东日本大地震带来

了什么样的影响？》

( 马奈木 俊介 编著 )

MINERVA 书房、2016 年 7 月

课题主任 ：青山 秀明 FF

物价网络与中小企业的活力

工作论文

●景气、汇率、物价变动的动态衔接（吉川 悠一、家富 洋、青

山 秀明、吉川 洋）（DP 16-J-046）

属于产业前沿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年度研究课题的

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课题主任 ：大桥 弘 FF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 ：马奈木 俊介 FF

核泄漏事故后的经济状况及产业结构的
变化给能源供求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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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研究项目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对日本及东亚各国的产业和企业的生产率及其决定性因素进行测算，研究提高生产

率的政策。在产业层面，与一桥大学合作，更新和扩充日本和中国的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JIP 和 CIP），同时建立日本各都道府县的产业生产率数据库，对地区间 TFP 差距和引发

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在企业和营业点层面，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官方微观统计数据和企业

财务数据，对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化和需求变化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

响、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的政策、日中韩企业间生产率差距的动向和生产率动态的国际比

较等进行研究。研究开发、软件、企业内部培训、组织重组等无形资产投资是创新和提高生

产率的源泉，本研究项目将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对此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 京司

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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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本，有效利用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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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通过完善并有效利用产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弄清

供给方推动日本经济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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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CIP 数据库，同时，通过有效利用企业及

营业点层面的数据，对经济的全球化及无形资产投资、监

管等给 TFP 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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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比较成为可

能。此外，通过与“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研究项目内的

其他课题进行合作，使用县级产业生产率数据（R-JIP 数

据库）分析县级的生产率，以及监管给提高生产率带来的

效果。

课题主任 ：深尾 京司 FF
课题副主任 ：权 赫旭 FF

VI-1 东亚产业生产率

工作论文

●经济危机给就业和生产率动态带来的效果分析（池内 健太、

金 荣慤、权 赫旭、深尾 京司）（DP 17-J-017）

●Exports and FDI Entry Decis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oreign-affiliated firms (Ivan DESEATNICOV and Konstantin 

KUCHERYAVYY) (DP 17-E-036)

●Cross-bord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Intra-firm Trade: 

New evidence from Korean and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yunbae CHUN, Jung HUR, YoungGak KIM and Hyeog Ug 

KWON) (DP 17-E-049)

工作研讨会

“第4次 Asia KLEMS Conference” (201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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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VI-2

课题主任 ：宫川 努 FF

无形资产投资与生产率——探讨
与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各种投资
的关联性及投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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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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决定企业环境绩效的因素是什么？ ：以“经营质量”的影响为

中心进行考察（远藤 业镜）（DP 17-J-019）

●无形资产的市场评价（泷泽 美帆、外木 好美、宫川 努）（DP 

17-J-025）

●环境领域经营资源的积累与企业价值 ：环境投资行为的实证分

析（枝村 一磨、宫川 努、内山 胜久）（DP 17-J-027）

●Do Family Firms Have Worse (or Bet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ASABA Shigeru) (DP 17-E-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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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

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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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出现了扩大趋向。期待在今后的分

析中，能够进一步研究引起扩大趋向的原因。

主要研究成果

VI-3

课题主任 ：德井 丞次 FF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
分析——完善为了地方振兴的基
础数据

工作论文

●地区间服务价格差异与生产率差异（德井 丞次、水田 岳志）（DP 

17-J-012）

●跨地区的公司总部服务投入的推算与影响评估（新井 园枝、金 

荣慤）（DP 17-J-013）

●资源配置的变化带来地区生产率上升与经济政策的作用——社

会资本调配还是放宽限制（宫川 努、川崎 一泰、枝村 一磨）（DP 

17-J-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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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保育“质量”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吗？——小型保育院与中型保

育院的比较（藤泽 启子、中室 牧子）（DP 17-J-001）

主要研究成果

VI-4

课题主任 ：亁 友彦 FF

关于医疗与教育质量的测算及
其决定性因素的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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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大地震后免除部分医疗费的政策对灾区利用医疗服务的

影响：自然实验（松山 佑辅、坪谷 透、谷上 和也、大南 贵裕、

田曾 忠辉、村松 我矩、别所 俊一郎）（DP 17-J-004）

●小班级能否减少凌霸、暴力行为和逃学？（中室 牧子）（DP 

17-J-014）

●负的同伴效应——同学提高了学力，本人的学力就下降吗？

（外山 理沙子、伊藤 宽武、田端 绅、石川 善树、中室 牧子）

（DP 17-J-024）

●Impacts of an ICT-assisted Program on Attitudes and English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An experiment in a Japanese 

high school (HIGUCHI Yuki, SASAKI Miyuki and NAKAMURO 

Makiko) (DP 17-E-030)

●Health-Related Income Gap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n Japan (ZHAO Meng (KONISHI 

Moe)) (DP 17-E-039)

●Japanese Version of Concerted Cul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Adaptation to Lower Secondary Education (MATSUOKA 

Ryoji) (DP 17-E-041)

政策论文

●“测定儿童能力的学力考试的现状和展望”——努力实现教育

政策的循证决策（石川 善树、伊藤 宽武、植村 理、田端 绅、

外山 理沙子、中室 牧子、分寺 杏介、星野 崇宏、松冈 亮二、

山口 一大）（PDP 17-P-010）

课题概要

本研究对企业多种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发展动力（因

VI-5

课题主任 ：细野 薰 FF

关于企业发展动力的微观实证
分析

素）进行多面性考察。具体来说，使用企业、业务点、产品

层面的微观数据，展开对（1）研发与创新带来的企业增

长、（2）海外发展与企业发展、（3）企业分拆、企业组合、多

元化、外部资源利用等企业分界的改变与企业、产业的发

展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从企业发展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的视点，对（4）企业的发展与企业间、产业间资源

分配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工作论文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Upgrading (SAITO Hisamitsu and MATSUURA Toshiyuki) (DP 

16-E-085)

●Multinationals, Intrafirm Trade, and Employment Volatility 

(HIGUCHI Yoshio, KIYOTA Kozo and MATSUURA Toshiyuki) 

(DP 16-E-087)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Employee Bargaining Power, and 

Wages (USHIJIMA Tatsuo) (DP 16-E-103)

●The Effects of Japanese Customer Firms' Overseas 

Outsourcing on Supplier Firms' Performance (INUI Tomohiko 

and KODAMA Naomi) (DP 16-E-106)

●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s Redux (KIYOTA Kozo and 

KUROKAWA Yoshinori) (DP 17-E-021)

●Tax Avoidance by Capital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tax reform in Japan (HOSONO Kaoru, HOTEI 

Masaki and MIYAKAWA Daisuke) (DP 17-E-050)

●Industry Growth through Spinoffs and Startups (OHYAMA 

Atsushi) (DP 17-E-057)

工作研讨会

“RIETI-Gakushuin-Toy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irm 

Dynamics” (2016/12/2)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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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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点的跟踪数据进行分析也一直流行至今。作为标

准的方法，把生产结构作为黑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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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产率及技术能力。从本年度开始集中研究从 TF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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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On the Role of Skill,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Customer Behavior of the Beauty Industry (KONISHI Yoko) 

(DP 17-E-035)

政策论文

●AI 技术的社会实际应用与课题——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AI 项

目的启示（小西 叶子、本村 阳一）（PDP 17-P-012）

VI-6

课题主任 ：小西 叶子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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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Global Service Value Chain in Japan: Inbound tourism cases 

(KONISHI Yoko) (PDP 17-P-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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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课题在以上一次课题测定的数值为基础的同时，对

其详细情况，特别是对第二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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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7
课题主任 ：野村 浩二 FF

生产率差距与国际竞争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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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迄今为止不仅只能测算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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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精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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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日本的批发和零售服务价格高吗？——根据商业统计微型数据

推算利润率和日美价格差（野村 浩二、宫川 幸三）（DP 17-

J-026）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无形资产经济学 无形资产投资与日本生产率的提高》

（宫川 努、浅羽 茂、细野 薰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 年 9 月

属于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年

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课题主任 ：宫川 努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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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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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研究项目 人力资本

　　在由急速进展的老龄化引发的人口减少、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下，资源小国日

本要想发挥强项，维持和加强经济活力与革新，提高经济增长力，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人才

资源。本研究项目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劳动市场制度、幼儿教育至高等教育、

以及包括就业期间的人才培养、老年人发挥余热在内的整个人生周期的观点出发，对包括

促进女性活跃的多样化视点入手，对雇用制度、系统的再构建、加强人力资本和人才能力

的方法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研究项目主任 鹤 光太郎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为考察日本 “ 劳动市场制度（Labor Market Insti-

tutions）”的新“姿态”和改革方式，组织研究会，从法学、

经济学、经营学等多方面的立场出发进行理论和实证性

研究。本研究在全面关注“劳动市场制度”的同时，也顾及

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从跨越纵向行政结构、打破

领域界限的角度就劳动法制和劳动政策的方式提出综合

性建议。此外，在分析时，充分引进欧洲各国的经验等国

际性观点和分析方法，弄清劳动法制、制度与劳动市场、

就业体系、乃至经济效果的关系。

工作论文

●正式员工与限期雇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安井 健悟、佐野 晋

平、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DP 16-J-060）

● 非限定正式员工与有限定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安井 健悟、

佐野 晋平、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DP 16-J-061）

● 选择负担社会保障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个人的意识与教

育的作用（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佐野 晋平、安井 健悟）（DP 

17-J-021）

VII-1
课题主任 ：鹤 光太郎 FF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人才觉醒经济》

（鹤 光太郎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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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对于就业、工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资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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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2

课题主任 ：山本 勋 FF

利用企业和职工匹配面板数据
展开劳动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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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r-employee panel data）的同时，为弄清工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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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就业的流动性可以提高企业业绩吗？——使用企业面板数据进

行验证（山本 勋、黑田 祥子）（DP 16-J-062）

● 过去下调工资的经验可以提高工资的伸缩性吗？——使用企业

面板数据进行验证（山本 勋、黑田 祥子）（DP 16-J-063）

● Good Boss, Bad Boss, Workers' Mental Health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 (KURODA Sachiko and 

YAMAMOTO Isamu) (DP 16-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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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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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信赖与心理指标（忧郁度、不安度、消极情感、积极情感）的

关系验证 : 通过心理干涉能否加强信赖？（关泽 洋一、宗 未来、

野口 玲美、山口 创生、清水 荣司）（DP 16-J-050）

●收入和生活的未来预测与幸福度、心理健康的关系 ：使用消费

者信心指数提问的验证（关泽 洋一、后藤 康雄、宗 未来、野

口 玲美、清水 荣司）（DP 16-J-052）

●只靠“语音”能在多大程度上诊断抑郁症？——验证在语音情

感识别技术中应用重合型机器学习模型筛选忧郁症的功能的精

确度（宗 未来、竹林 由武、关泽 洋一、下地 贵明）（DP 16-

J-054）

●人工智能能否抚慰人的心灵？附带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

主要研究成果

VII-3

课题主任 ：关泽 洋一 SF

关于从人力资本的观点看心理
卫生的研究2

主要研究成果

反聩功能的网络认知行为疗法（iCBT-AI）世界首次验证了对

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随机控制试验）（宗 未来、关泽 洋一、

竹林 由武）（DP 16-J-059）

●Association among 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and 

Function-related Variables, and Onset of Depression in the 

Case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in Japan (SEKIZAWA 

Yoichi) (DP 16-E-069)

课题概要

在经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等所有的领域，

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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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个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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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于弄清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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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外的研究者一边讨论一边推进研究。

无论微观还是宏观，都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工作论文

●育儿方式与伦理观、幸福感、收入——日本的实证研究（西村 和

雄、八木 匡）（DP 16-J-048）

●学习指导纲要的变迁与日本研发能力的丧失（西村 和雄、宫本 

大、八木 匡）（DP 17-J-015）

VII-4

课题主任 ：西村 和雄 FF

为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基
础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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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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reers (SATO Kaori, HASHIMOTO Yuki 

and OWAN Hideo) (DP 17-E-051)

政策论文

●从人事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劳动方式改革与支持发挥女性作用的

课题（大湾 秀雄）（PDP 17-P-006）

VII-5

课题主任 ：大湾 秀雄 FF

企业内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经济
分析──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
计量经济学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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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课题针对作为常规正式员

工的就业率低的年轻人、女性、老年人，探索就业率和正

式员工比率的动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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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时，从

史无前例的崭新的观点入手，有效运用高质量的政府微

观数据。

工作论文

●Glass Ceilings or Sticky Floors? An analysis of the gender 

wage gap across the wage distribution in Japan (HARA 

Hiromi) (DP 16-E-099)

课题概要

近年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人

均工资并没有提高。究其原因有质和量两个方面。在量的

方面是由于短时劳动人员增加、人力投资减少等；在质的

方面则是劳动者的技能未能与企业绩效结合。本研究课

题将验证日本企业的人才利用和能力开发、技能的实际

情况以及劳动者技能是否与企业的绩效联系在一起等问

题。

VII-6

课题主任 ：川口 大司 FF

日本劳动市场的转变──努力
建立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

主要研究成果

VII-7

课题主任 ：樋口 美雄 FF

日本企业的人才利用与能力开
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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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要

本研究旨在从实证上弄清劳动市场和企业的劳动

方式与劳动者的心理健康及企业的健康经营之间的关

系。进而，从实证上研究日本经济在面临超老龄化社会的

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如何维持健康高效的人力资本，提

高生产率。本研究课题充分利用劳动经济学和临床心理

与精神保健学的知识，同时使用各种有关企业和员工的

微观数据，推导出学术上和政策上的知识和含意。

工作论文

●To Stay or Leav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 (LIU Yang) (DP 16-E-097)

工作论文

●有配偶女性的性别意识与工作意识及其对子女的影响——

2014 年“女性活跃”调查的分析（本田 由纪）（DP 16-J-

042）

VII-8

课题主任 ：山本 勋 FF

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
的研究

属于人力资本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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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课题主任 ：鹤 光太郎 FF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工作论文

●企业有效利用多样化人才 ：着眼于女性人才与外国人才（高村 

静）（DP 16-J-04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ender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Japan (KATO Takao and KODAMA 

Naomi) (DP 16-E-063)

●What Happened to Wage Inequality in Japan during the Last 

25 Years? Evidence from the FFL decomposition method 

(YOKOYAMA Izumi, KODAMA Naomi and HIGUCHI Yoshio) 

(DP 16-E-081)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in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niversal-diverse leaders (SUZUKI Satoko and TAKEMURA 

Kosuke) (DP 16-E-086)

课题主任 ：樋口 美雄 FF
课题副主任 ：儿玉 直美 CF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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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研究项目 法律与经济

　　在全球经济中，金融服务、信息与通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革新正在快速发展。其

中，引发牵引世界的创新需要什么？在日本和欧美，在自由参与受到保护的市场，出现了

许多划时代的革新。为保证自由参与，需要有完善的竞争法及各种各样的相关法律和制

度。本研究项目为活跃今后的创新，将从法律与经济学的视点弄清新经济产业政策方式。

研究项目代主任 矢野 诚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 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 ” 和 “ 科学技术创新综合

战略 2016” 指出了知识产权与标准化战略的重要性。迄

今日本致力于推动国际市场中化学及通讯技术领域的日

本技术的知识产权化与标准化，经历了成功与失败。这反

映了在全世界不仅企业，欧美及亚洲各国也把知识产权

和标准化作为国家战略的严峻环境。当然，围绕知识产权

和标准化，知识产权诉讼和竞争政策当局对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强，标准化团体的规则和要求停止

侵权的方式等也发生了变化。

本研究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及案例的理论分析，对

迄今的知识产权及标准化战略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

基于上述分析，以日本具有优势的技术为中心，为有效发

挥日本的强项，对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尖端技术的知识

产权和标准化提出战略与政策建议。

VIII-1 标准化与知识产权化──战略
与政策
课题主任 ：铃木 将文 FF
课题主任 ：青木 玲子 FF （截至 2016/11/18）

特别 BBL论坛 “ 市场品质的法律与经济学 ”
演讲者：矢野 诚 （RIETI所长、CRO）（20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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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研究项目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本研究项目的目的是，在考察 20 世纪末的日本经济社会和通商产业政策及经济产业

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时，回顾和评估 1980 年至 2000 年的通商政策的变迁。在 20 世纪最后

的 20 年间，对日本经济社会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时期，同时，在从历史角度考察经

济产业省成立后制定实施的政策时，这 20 年也是重要的比较对象。本研究项目希望弄清，

在 20 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对政策课题的认识和为解决这些课题所选择的政策手

段、以及对其结果的评估等给世纪交替时期出现的通商产业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研究项目主任 武田 晴人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回顾和评估以 1980 年至 2000

年为中心的政策变迁，考察 20 世纪末日本的经济社会以

及贸易产业政策和经济产业政策发挥的作用。20 世纪末

的 20 年间，不仅对日本经济社会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变革时期，同时，也是从历史性角度考察经济产业省成立

后的政策发展的重要比较对象。本研究根据以往 25 年对

政策课题的认识和相应的政策手段的选择以及对其结果

的评估，弄清世纪转折期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化。

依照上述政策史及政策评估研究项目的宗旨，本研

究课题分三个题目研究随着产业由盛至衰的周期而改变

的产业政策。

第一，关于从 1980 年代末开始推行并带来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 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智能生产系统 )，弄清其构想、从项目实施到 2010 年结束

的过程以及历史性意义。

第二，关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长期经济停滞时

期的产业振兴政策，弄清该政策的历史性意义。

第三，以 RIETI 第三期实施的研究课题中有关高速

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为基础，关注在东

南亚（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各国和地区高速增长中成

为推动力量的产业发展，分析相关政策参与的作用。

IX-1
课题主任 ：武田 晴人 FF

产业政策的历史性研究

课题概要

全球变暖对策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政策课题，在中

央政府各机关之间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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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暖

对策的政治过程全貌。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通商产业省及经济产业省以往制定

和实施的主要产业政策，使用把经济分析与历史研究相

结合的手法进行定量评估。具体的研究课题是，第一步研

究 1960 年代实施的地区开发政策。1962 年内阁会议决

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基于此计划的新产业城市建设

促进法（1962 年）、完善工业特别地区促进法（1964 年）从

政策上对产业的空间配置做出了大规模尝试，由于在决

定政策时，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及国会议员们的各种影

IX-2

课题主任 ：牧原 出 FF

围绕京都议定书的政治过程的
把握与分析的相关研究

IX-3
课题主任 ：冈崎 哲二 FF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6/4 -- 2017/3 39

IX
政
策
史
及

政
策
评
估

响，因此不仅产业政策研究，从经济史、空间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让人深感兴趣。本研究课题在系统

地整理相关统计数据的同时，通过收集历史信息并结合

两者，尝试对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新产业城市等相关的

政策进行历史性评估。第二步，对产业政策，特别是地区

经济政策对经济结构产生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1970 年

以后，通产省通过工业再配置促进法、高技术工业集聚地

区开发促进法（Technopolis），智能立地法（促进自然科

学研究机构、软件业和信息处理服务业集聚法）等一系列

政策，持续对产业的空间配置进行了政策性调整。这类政

策不仅对产业的空间配置，而且对经济的微观侧面、即产

业组织和企业结构也会带来长期性影响。本研究课题使

用工业统计调查等个案数据，对上述地区经济政策对产

业组织和企业结构带来的长期影响进行验证。

课题概要

日本虽然也有为推进政策评估和行政事业审查等

的 PDCA 制度，但评估手法多以定性为主。而且即使有使

用实证实验等定量性方法，政策评估的手法也存在许多

问题，比如只使用政策适用群体（调整群）的数据进行评

估，而不与政策的非适用群体（对照群）进行比较等。再

有，在循证的政策和预算的反映方面，虽然有相应机制，

但是缺乏实效性。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外，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各

国，在决策和预算编制方面使用循证的方法迅速发展，在

广泛的政策领域，通过活用循证，使用更少的预算产生更

大的政策效果。

日本先于其他国家面临急速的老龄化和人口减少、

政府债务也已经超过 GDP 的两倍等史无前例的课题，鉴

于此，本研究课题以“循证政策”为突破口，进行下述尝

试：

1. 其他国家的实践事例研究；

2. 在日本没有进展的原因分析；

3. 在日本使用 RCT（随机对照试验）等新研究的共享；

4. 日本在参考其他国家成功事例后企划、实施的

新措施；

5. 考察政府内部普及循证政策的机制和制度。

IX-4
课题主任 ：山口 一男 VF

日本循证政策的推进

工作论文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张 红咏）（DP 16-J-043）

●1980 年代—2000 年代的标准认证行政——作为政策课题的

经济增长与提高产品价值策略的展开（河村 德士）（DP 16-J-

045）

工作论文

●Industrial Cluster Policy and Transa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in Japan (OKUBO Toshihiro, OKAZAKI 

Tetsuji and TOMIURA Eiichi) (DP 16-E-071)

属于政策史及政策评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6 年度研

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 2015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课题主任 ：武田 晴人 FF

从国际视点考察经济产业政策史

课题主任 ：冈崎 哲二 FF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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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特定研究 (Special Projects)

　　不属于上述 9个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介绍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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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实证分

析。具体内容包括：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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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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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整理过去 RIETI 曾经研究

过的以日本为首的各国对灾害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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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Natural Disasters: Financial preparedness of corporate Japan 

(SAWADA Yasuyuki, MASAKI Tatsujiro, NAKATA Hiroyuki and 

SEKIGUCHI Kunio) (DP 17-E-014)

政策论文

● 日本企业受灾时财务风险的现状与课题（泽田 康幸、真崎 达

二郎、中田 启之、关口 训央）（PDP 17-P-002）

SP-1

课题主任 ：泽田 康幸 FF

关于承受重大灾害的经济耐力
与维持活力的实证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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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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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的参与之间的适当平衡。

从这一视点出发，本研究将把下述三个方面作为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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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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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Does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Work? Evidence from 

publicly-traded firms in Japan (KATO Takao, MIYAJIMA 

Hideaki and OWAN Hideo) (DP 16-E-073)

●Are Smaller (Larger) Corporate Headquarters Better? 

(MIYAJIMA Hideaki, OGAWA Ryo and USHIJIMA Tatsuo) (DP 

17-E-004)

SP-2

课题主任 ：宫岛 英昭 FF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风险
承担与公司治理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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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政策研讨会

“企业治理改革与日本企业的成长”（2016/6/10）

出版物

《企业治理与发展战略》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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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3

课题主任 ：戒能 一成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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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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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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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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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论文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hina-Japan islands dispute (CHEN Cheng, SENGA 
Tatsuro, SUN Chang and ZHANG Hongyong) (DP 16-E-090)

●Testing for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Firm Selection in 
Spati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Japan (KONDO 
Keisuke) (DP 16-E-098)

SP-4
课题主任 ：五十里 宽 SF

完善并有效利用RIETI数据

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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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Quantile Approach for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in Stata (KONDO Keisuke) （TP 17-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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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概要

　　本研究对老年人护理、残疾人福利、保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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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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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通过对第三部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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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5

课题主任 ：中田 启之 SF

老龄化社会对移民态度的调查
研究

SP-6

课题主任 ：后 房雄 FF

有关官民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
和第三部门重组的调查研究

工作论文

●意大利第三部门的全面改革及其背景——与日本的比较研究

（后 房雄）（DP 17-J-018）

工作论文

●中国煤炭产业的结构变化与制度设计（孟 健军）（DP 16-J-

041）

●外国游客与住宿业的生产率 ：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森川 正

之）（DP 16-J-044）

●跨国企业的出口与海外当地法人的销售额 ：使用联立方程式的

分析（伊藤 公二、朱 连明、行本 雅）（DP 16-J-049）

●推进企业的工作生活平衡与限定正式员工制度对男女工资差距

的影响（山口 一男）（DP 16-J-053）

●城市煤气系统改革政策评估模型的开发（戒能 一成）（DP 16-

J-058）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农林水产品受核污染谣

传的损害及其损害赔偿的经济学评估分析（戒能 一成）（DP 

17-J-003）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就业 ：根据个人调查的分析（森川 正之）

（DP 17-J-005）

●市场服务的质量、价格与家庭经济服务生产（森川 正之）（DP 

17-J-006）

●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消费、储蓄行为（森川 正之）（DP 17-J-

007）

●劳动力的质量与生产率和工资差距——临时工的工资与生产率

相匹配吗？（森川 正之）（DP 17-J-008）

●职业资格制度与劳动市场成果（森川 正之）（DP 17-J-009）

●服务业生产率的动态分析 ：TFP 的企业间差距与波动（森川 

正之）（DP 17-J-010）

●生产预测的不确定性 ：运用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森

川 正之）（DP 17-J-020）

●Foreign Tourists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MORIKAWA Masayuki) (DP 16-E-064)

●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s in Japan (MORIKAWA Masayuki)  

(DP 16-E-065)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on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Japanese firms 

主要研究成果

其他特别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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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KAWA Masayuki) (DP 16-E-066)

●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MORIKAWA Masayuki) (DP 16-E-

067)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lean Air: Evidence from the air 

purifier markets in China (ITO Koichiro and ZHANG Shuang) 

(DP 16-E-074)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Countries (KIYOTA Kozo, OIKAWA Keita and YOSHIOKA 

Katsuhiro) (DP 16-E-080)

●Endogenous Fluctua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under Credit 

Constraints and Heterogeneous Beliefs (Maurizio MOTOLESE 

and NAKATA Hiroyuki) (DP 16-E-082)

●Dynamics of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Equity Markets 

(KOMATSUBARA Tadaaki, OKIMOTO Tatsuyoshi and TATSUMI 

Ken-ichi) (DP 16-E-084)

●Global Sourcing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ZHU Lianming, ITO Koji and 

TOMIURA Eiichi) (DP 16-E-089)

●Will Abenomics Save Future Generations? (SHIMASAWA 

Manabu and OGURO Kazumasa) (DP 16-E-100)

●Do Migrant and Business Networks Promote International 

Royalty Receipts? (TOMOHARA Akinori) (DP 17-E-006)

●Corruption, Market Quality and Entry Deterre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Krishnendu Ghosh DASTIDAR and 

YANO Makoto) (DP 17-E-010)

●Dynamic Benefits of Working in Large Citi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KONDO 

Keisuke) (DP 17-E-043)

●Urban Wage Premium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KONDO Keisuke) (DP 17-

E-047)

政策论文

●关于泰国为产业结构升级实施的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分析及其

应对方针（福冈 功庆、落合 亮、多田 聪）（PDP 16-P-013）

●地方货币在低生育率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日本的有用性（藤 和

彦）（PDP 17-P-001）

●概观服务产业与政策百年史（森川 正之）（PDP 17-P-003）

●关于“循证决策”的证据（森川 正之）（PDP 17-P-008）

●Does Standardization Affect Science Linkage? A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ed technology field (TAMURA 

Suguru, IWAMI Shino and SAKATA Ichiro) (PDP 16-P-007)

●How Uncertain Are Economic Polici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Japanese firms (MORIKAWA Masayuki) (PDP 16-P-

008)

●Empirical Analysis: Technological character, type of function, 

and longevity of standardized knowledge (TAMURA Suguru) 

(PDP 17-P-007)

研讨会

“How the United States selects its presidents” (2016/4/4)

RIETI 特别 BBL 论坛

“服务立国论——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2016/5/11）

“市场品质的法律与经济学”（2016/5/24)

“2016 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及小规模企业白皮书”

（2016/5/25）

“2016 年版通商白皮书的要点”（2016/6/29）

“E15 Initiative Report Launch” (2016/7/13)

“Global Energy Outlook”(2016/10/4)

“劳动方式的男女不平等”（2017/2/23）

服务立国论—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

E15 Initiative Report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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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定
研
究

RIETI 重点课题讨论会

●第 15 次“能源价格、汇率及国际经济秩序”（2016/6/2）

●第 16 次“提高生产率与劳动方式改革”（2016/11/17）

●第 17 次“美国新政权下的贸易政策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走向”

（2017/1/26）

●第 18 次“第 4 次工业革命的动向与课题——与时俱进”

（201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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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今后的国际贸易制度与投资研讨会”（2016/7/12）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研究开发研讨会

“向清洁技术和氢能社会挑战”（2016/10/11）

RIETI 工作研讨会

“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新科技制定政策”（2016/11/2）

RIETI-CEPR 研讨会

“Brexit ：英国与全球经济的未来”（2016/11/7）

RIETI-CEPR 工作研讨会

“Brexit: On the future of the UK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016/11/8)

TIER-RIETI-KIET 工作研讨会 

“Advanc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Southeast Asia” 

(2016/12/8)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研讨会系列Ⅱ：为实现富足的循证

社会

第二次“文理融合与循证政策的推进” （2017/2/4）

第三次“亚洲中的日本——亚洲经济金融的最前线”

（2017/3/18）

RIETI-AJRC 工作研讨会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ustralia and Japan” 

(2017/3/8)

出版物

《服务立国论——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

（森川 正之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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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J-041 2016/4 中国煤炭产业的结构变化与制度设计 孟 健军（RIETI） 其他

16-J-042 2016/4
有配偶女性的性别意识与工作意识及其对子女的影响——2014 年“女性活
跃”调查的分析

本田 由纪（东京大学） Ⅶ -其他

16-J-043 2016/5 中国的产业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 张 红咏（RIETI） Ⅸ-其他

16-J-044 2016/5 外国游客与住宿业的生产率 ：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6-J-045 2016/5
1980 年代—2000 年代的标准认证行政——作为政策课题的经济增长与提
高产品价值策略的展开

河村 德士（RIETI） Ⅸ-其他

16-J-046 2016/5 景气、汇率、物价变动的动态衔接

吉川 悠一（新泻大学）
家富 洋（新泻大学）
青山 秀明（RIETI）
吉川 洋（RIETI）

Ⅴ-其他

16-J-047 2016/6 企业有效利用多样化人才 ：着眼于女性人才与外国人才 高村 静（RIETI） Ⅶ -其他

16-J-048 2016/7 育儿方式与伦理观、幸福感、收入——日本的实证研究
西村 和雄（RIETI）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Ⅶ - 4

16-J-049 2016/8 跨国企业的出口与海外当地法人的销售额 : 使用联立方程式的分析
伊藤 公二（RIETI）
朱 连明（早稻田大学）
行本 雅（京都大学） 

其他

16-J-050 2016/8
信赖与心理指标（忧郁度、不安度、消极情感、积极情感）的关系验证 ：通
过心理干涉能否加强信赖？

关泽 洋一（RIETI）
宗 未来（庆应义塾大学）
野口 玲美（千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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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16-J-051 2016/9 限制国家补助与投资保护义务相互抵触问题 玉田 大（神户大学） Ⅱ-7

16-J-052 2016/9
收入和生活的未来预测与幸福度、心理健康的关系 ：使用消费者信心指数提
问的验证

关泽 洋一（RIETI）
后藤 康雄（RIETI）
宗 未来（庆应义塾大学）
野口 玲美（千叶大学）
清水 荣司（千叶大学）

Ⅶ - 3

16-J-053 2016/9 推进企业的工作生活平衡与限定正式员工制度对男女工资差距的影响 山口 一男（RIETI） 其他

16-J-054 2016/9
只靠“语音”能在多大程度上诊断抑郁症？——验证在语音情感识别技术中应
用重合型机器学习模型筛选忧郁症的功能的精确度

宗 未来（庆应义塾大学）
竹林 由武（福岛县立医科大学）
关泽 洋一（RIETI）
下地 贵明（Smartmedical 株式会社） 

Ⅶ - 3

16-J-055 2016/10
从外形标准课税制度的影响与地区间差距的观点分析企业总部迁移行为与决
定迁移地点的因素

名方 佳寿子（摄南大学） Ⅰ- 2

16-J-056 2016/10 国际关系中全球治理问题的新视角
间宫 勇（RIETI）
米谷 三以（RIETI） 

Ⅱ- 2

16-J-057 2016/10 石川县加贺市人口减少的原因分析 岩本 晃一（RIETI） Ⅴ- 8

16-J-058 2016/10 城市煤气系统改革政策评估模型的开发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6-J-059 2016/11
人工智能能否抚慰人的心灵？附带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反聩功能的网
络认知行为疗法（iCBT-AI）世界首次验证了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随
机控制试验）

宗 未来（庆应义塾大学）
关泽 洋一（RIETI）
竹林 由武（福岛县立医科大学）

Ⅶ - 3

日文  http://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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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リスト工作论文  （Discussion Paper）

研究论文

※以下为2016年4月—2017年3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DP



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J-060 2016/11 正式员工与限期雇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

安井 健悟（青山学院大学）
佐野 晋平（千叶大学）
久米 功一（Recruit Works Institute）
鹤 光太郎（RIETI）

Ⅶ - 1

16-J-061 2016/11 非限定正式员工与有限定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

安井 健悟（青山学院大学）
佐野 晋平（千叶大学）
久米 功一（Recruit Works Institute）
鹤 光太郎（RIETI）

Ⅶ - 1

16-J-062 2016/12 就业的流动性可以提高企业业绩吗？——使用企业面板数据进行验证
山本 勋（RIETI）
黑田 祥子（早稻田大学）

Ⅶ - 2

16-J-063 2016/12
过去下调工资的经验可以提高工资的伸缩性吗？——使用企业面板数据进行
验证

山本 勋（RIETI）
黑田 祥子（早稻田大学）

Ⅶ - 2

16-J-064 2016/12
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看地方振兴的现状与课题——对产业振兴行政负
责人问卷调查的概要

小川 光（东京大学）
津布久 将史（名古屋大学）
家森 信善（RIETI）

Ⅲ- 4

17-J-001 2017/1 保育“质量”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吗？——小型保育院与中型保育院的比较
藤泽 启子（庆应义塾大学）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

Ⅵ- 4

17-J-002 2017/1 北陆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生产率

滨口 伸明（RIETI）
后闲 利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
究所）
早川 和伸（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
究所）
龟山 嘉大（佐贺大学）
丸屋 丰二郎（福井县立大学）
松浦 寿幸（庆应义塾大学， KU Leuven）
白又 秀治（北陆 AJEC）
张 栩（福井县立大学）

Ⅲ- 1

17-J-003 2017/2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农林水产品受核污染谣传的损害及其
损害赔偿的经济学评估分析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7-J-004 2017/2
东日本大地震后免除部分医疗费的政策对灾区利用医疗服务的影响 ：自然实
验

松山 佑辅（东北大学）
坪谷 透（东北大学）
谷上 和也（庆应义塾大学）
大南 贵裕（庆应义塾大学）
田曾 忠辉（庆应义塾大学）
村松 我矩（庆应义塾大学）
别所 俊一郎（庆应义塾大学）

Ⅵ- 4

17-J-005 2017/2 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就业 ：根据个人调查的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06 2017/2 市场服务的质量、价格与家庭经济服务生产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07 2017/2 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消费、储蓄行为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08 2017/2 劳动力的质量与生产率和工资差距——临时工的工资与生产率相匹配吗？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09 2017/2 职业资格制度与劳动市场成果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10 2017/2 服务业生产率的动态分析 ：TFP 的企业间差距与波动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11 2017/3 围绕 AI 的法律规定的基本想法 森田 果（东北大学） Ⅴ-7

17-J-012 2017/3 地区间服务价格差异与生产率差异
德井 丞次（RIETI）
水田 岳志（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Ⅵ- 3

17-J-013 2017/3 跨地区的公司总部服务投入的推算与影响评估
新井 园枝（RIETI）
金 荣慤（专修大学）

Ⅵ- 3

17-J-014 2017/3 小班级能否减少凌霸、暴力行为和逃学？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 Ⅵ- 4

17-J-015 2017/3 学习指导纲要的变迁与日本研发能力的丧失
西村 和雄（RIETI）
宫本 大（同志社大学）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Ⅶ - 4

17-J-016 2017/3
金融机构等支援企业经营的方式与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根据金融促进法结
束后的金融现状调查

家森 信善（RIETI） 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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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7-J-017 2017/3 经济危机给就业和生产率动态带来的效果分析

池内 健太（RIETI）
金 荣慤（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深尾 京司（RIETI）

Ⅵ- 1

17-J-018 2017/3 意大利第三部门的全面改革及其背景——与日本的比较研究 后 房雄（RIETI） SP - 6

17-J-019 2017/3 决定企业环境绩效的因素是什么？ ：以“经营质量”的影响为中心进行考察 远藤 业镜（世界和平研究所） Ⅵ- 2

17-J-020 2017/3 生产预测的不确定性 ：运用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7-J-021 2017/3 选择负担社会保障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个人的意识与教育的作用

久米 功一（Recruit Works Institute）
鹤 光太郎（RIETI）
佐野 晋平（千叶大学）
安井 健悟（青山学院大学） 

Ⅶ - 1

17-J-022 2017/3
资源配置的变化带来地区生产率上升与经济政策的作用——社会资本调配还
是放宽限制

宫川 努（RIETI）
川崎 一泰（东洋大学）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Ⅵ-3

17-J-023 2017/3 地方就业与人工智能
滨口 伸明（RIETI）
近藤 惠介（RIETI）

Ⅲ- 1

17-J-024 2017/3 负的同伴效应——同学提高了学力、本人的学力就下降吗？

外山 理沙子（庆应义塾大学）
伊藤 宽武（株式会社 Habitech）
田端 绅（庆应义塾大学 SFC 研究所）
石川 善树（株式会社 Habitech）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

Ⅵ-4

17-J-025 2017/3 无形资产的市场评价
泷泽 美帆（东洋大学）
外木 好美（立正大学）
宫川 努（RIETI）

Ⅵ- 2

17-J-026 2017/3
日本的批发和零售服务价格高吗？——根据商业统计微型数据推算利润率和
日美价格差

野村 浩二（RIETI）
宫川 幸三（立正大学）

Ⅵ-7

17-J-027 2017/3 环境领域经营资源的积累与企业价值 ：环境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枝村 一磨（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
宫川 努（RIETI）
内山 胜久（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设备投资研
究所 / 学习院大学）

Ⅵ- 2

17-J-028 2017/3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调查的概要

富浦 英一（RIETI）
伊藤 万里（RIETI）
松浦 寿幸（庆应义塾大学）
若杉 隆平（RIETI）

Ⅱ- 1

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E-063 2016/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ender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Japan

KATO Takao (Colgate University)
KODAMA Naomi (RIETI) Ⅶ -其他

16-E-064 2016/4 Foreign Tourists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E-065 2016/4 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s in Japan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E-066 2016/4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on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Japanese firm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E-067 2016/5
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E-068 2016/5
Indirect Exports and Wholesalers: Evidence from interfirm transaction 
network data

FUJII Daisuke (RIETI)
ONO Yukako (Keio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RIETI)

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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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069 2016/5
Association among 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and Function-related 
Variables, and Onset of Depression in the Case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People in Japan

SEKIZAWA Yoichi (RIETI) Ⅶ - 3

16-E-070 2016/5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U.S. Monetary Policy Normalization on the 
ASEAN-4 Economie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Ⅰ - 7

16-E-071 2016/5
Industrial Cluster Policy and Transa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in Japan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OKAZAKI Tetsuji (RIETI)
TOMIURA Eiichi (RIETI) 

Ⅸ -其他

16-E-072 2016/6 Understanding the Flow of Electronic Parts and Components in East Asia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Ⅰ - 7

16-E-073 2016/6
Does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Work? Evidence from publicly-traded 
firms in Japan

KATO Takao (Colgate University)
MIYAJIMA Hideaki (RIETI)
OWAN Hideo (RIETI)

SP - 2

16-E-074 2016/6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lean Air: Evidence from the air purifier markets in 
China

ITO Koichiro (RIETI)
ZHANG Shu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其他

16-E-075 2016/6 Measures to Promote Green Cars: Evaluation at the car variant level KITANO Taiju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Ⅴ -其他

16-E-076 2016/7 Can Financial Literacy Reduce Anxiety about Life in Old Age?
KADOYA Yoshihiko (Hiroshima University)
Mostafa Saidur Rahim KHAN (Nagoya 
University) 

Ⅰ - 3

16-E-077 2016/7 When Do We Start? Pension reform in aging Japan KITAO Sagiri (RIETI) Ⅰ - 8

16-E-078 2016/8
Are Seminars on Export Promotion Effectiv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Yu Ri KIM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DO Yasuyuki (RIETI)
SHIMAMOTO Daichi (Waseda University)
Petr MATOUS (University of Sydney) 

Ⅱ - 4

16-E-079 2016/8 An Asymmetric Melitz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NAITO Takumi (Waseda University) Ⅱ - 6

16-E-080 2016/8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Countries
KIYOTA Kozo (RIETI)
OIKAWA Keita (RIETI)
YOSHIOKA Katsuhiro (Shoko Chukin 
Bank) 

其他

16-E-081 2016/8
What Happened to Wage Inequality in Japan during the Last 25 Years? 
Evidence from the FFL decomposition method

YOKOYAMA Izu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ODAMA Naomi (RIETI)
HIGUCHI Yoshio (RIETI)

Ⅶ -其他

16-E-082 2016/8
Endogenous Fluctua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under Credit Constraints and 
Heterogeneous Beliefs

Maurizio MOTOLESE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NAKATA Hiroyuki (RIETI)

其他

16-E-083 2016/8
Identifying and Decomposing Peer Effects on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Usin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HIMAMOTO Daichi (Waseda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
Yu Ri KIM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etr MATOUS (University of Sydney) 

Ⅱ - 4

16-E-084 2016/8 Dynamics of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Equity Markets
KOMATSUBARA Tadaaki (Ibbotson 
Associates Japan, Inc.)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TATSUMI Ken-ichi (Gakushuin University)

其他

16-E-085 2016/8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Upgrading
SAITO Hisamitsu (Hokkaido University)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 
KU Leuven)

Ⅵ - 5

16-E-086 2016/9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in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niversal-
diverse leaders

SUZUKI Satoko (Kyoto University)
TAKEMURA Kosuke (Shiga University) Ⅶ -其他

16-E-087 2016/9 Multinationals, Intrafirm Trade, and Employment Volatility
HIGUCHI Yoshio (Keio University)
KIYOTA Kozo (RIETI)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 
KU Leuven)

Ⅵ - 5

16-E-088 2016/9
China's Electronics Exports, the Renminbi, and Exchange Rates in Supply 
Chain Countrie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Ⅰ-7

16-E-089 2016/9
Global Sourcing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ZHU Lianming (Waseda University)
ITO Koji (RIETI)
TOMIURA Eiichi (RIETI)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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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E-090 2016/9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Japan islands dispute

CHEN Ch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NGA Tatsuro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SUN Ch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ZHANG Hongyong (RIETI)

SP - 4

16-E-091 2016/9 Demographics and Tax Competi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MORITA Tadashi (Kindai University)
SATO Yasuhi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AMAMOTO Kazuhiro (Osaka University)

Ⅲ - 2

16-E-092 2016/11
Contribution of Patent Examination to Making the Patent Scope Consistent 
with the Inven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OKADA Yoshi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ITO Yu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GAOKA Sadao (RIETI) 

Ⅳ - 1

16-E-093 2016/10 Monopol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
UEDA Kenichi (RIETI)
Stijn CLAESSENS (Federal Reserve 
Board,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CEPR) 

Ⅰ- 6

16-E-094 2016/10 Pollution and City Size: Can Cities be Too Small? Rainald BORCK (University of Potsdam)
TABUCHI Takatoshi (RIETI) Ⅲ - 2

16-E-095 2016/10 Daily Gravity TAKECHI Kazutaka (Hosei University) Ⅱ - 6

16-E-096 2016/10
Subsidy Competition, Imperfect Labor Market, and Endogenous Entry of 
Firms

MORITA Tadashi (Kindai University)
SAWADA Yukiko (Osaka University)
YAMAMOTO Kazuhiro (Osaka University)

Ⅲ - 2

16-E-097 2016/11 To Stay or Leav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 LIU Yang (RIETI) Ⅶ -其他

16-E-098 2016/11
Testing for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Firm Selection in Spati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Japan KONDO Keisuke (RIETI) SP- 4

16-E-099 2016/11
Glass Ceilings or Sticky Floors? An analysis of the gender wage gap across 
the wage distribution in Japan HARA Hiromi (Japan Women's University) Ⅶ - 6

16-E-100 2016/11 Will Abenomics Save Future Generations?
SHIMASAWA Manabu (Chubu Reg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OGURO Kazumasa (RIETI) 

其他

16-E-101 2016/12
Good Boss, Bad Boss, Workers' Mental Health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Japan

KURODA Sachiko (Waseda University)
YAMAMOTO Isamu (RIETI) Ⅶ - 2

16-E-102 2016/12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FUJIKAWA Naot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Ⅳ - 2

16-E-103 2016/12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Employee Bargaining Power, and Wages USHIJIMA Tatsuo (Keio University) Ⅵ- 5

16-E-104 2016/12
Understanding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Bilateral vs. unilateral contracts

KANI Masayo (Tezukayama University)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Ⅳ - 2

16-E-105 2016/12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Urban Accounting OSHIRO Jun (Okinawa University)
SATO Yasuhi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Ⅲ - 2

16-E-106 2016/12
The Effects of Japanese Customer Firms' Overseas Outsourcing on 
Supplier Firms' Performance

INUI Tomohiko (RIETI)
KODAMA Naomi (RIETI) Ⅵ - 5

17-E-001 2017/1
Early Agglomeration or Late Agglomeration? Two phases of development 
with spatial sorting

Rikard FORSLID (Stockholm University)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Ⅱ - 6

17-E-002 2017/1
Choosing Between Multipl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s: Evidence from 
Japan's imports

HAYAKAWA Kazunobu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URATA Shujiro (RIETI)
YOSHIMI Taiyo (Nanzan University) 

Ⅱ - 3

17-E-003 2017/1
Heterogeneous Investor Behaviors and Market Volatility in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KIMURA Yosuk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Ⅴ - 3

17-E-004 2017/1 Are Smaller (Larger) Corporate Headquarters Better?
MIYAJIMA Hideaki (RIETI)
OGAWA Ryo (Waseda University)
USHIJIMA Tatsuo (Keio University) 

SP - 2

17-E-005 2017/1 A Yen for Change: The strong yen and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Ⅰ- 7

17-E-006 2017/1
Do Migrant and Business Networks Promote International Royalty 
Receipts? TOMOHARA Akinori (RIETI)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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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7-E-007 2017/1
Exchange Rate and Utilizat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ocus on rules of 
origin

HAYAKAWA Kazunobu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Han-Sung KIM (Ajou University)
YOSHIMI Taiyo (Nanzan University) 

Ⅰ- 4

17-E-008 2017/2
Commodity Spot, Forward, and Futures Prices with a Firm's Optimal 
Strategy

NAKAJIMA Katsushi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Ⅴ - 10

17-E-009 2017/2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Commodity Price Shocks on Asian Economies INOUE Tomoo (Seikei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Ⅴ - 10

17-E-010 2017/2 Corruption, Market Quality and Entry Deterre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Krishnendu Ghosh DASTIDAR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YANO Makoto (RIETI) 

其他

17-E-011 2017/2
A Semantic Analysis of Monetary Shamanism: A case of the BOJ's Governor 
Haruhiko Kuroda

KEIDA Masayuki (Rissho University)
TAKEDA Yosuke (Sophia University) Ⅴ - 3

17-E-012 2017/2
Multilevel Analysi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HIDO Hikari (Chiba University) Ⅱ - 3

17-E-013 2017/2
Evolution of Siz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ities in Japan from 1980 to 
2010: Constant churning and persistent regularity MORI Tomoya (RIETI) Ⅲ - 6

17-E-014 2017/3 Natural Disasters: Financial preparedness of corporate Japan

SAWADA Yasuyuki (RIETI)
MASAKI Tatsujiro (Masaki Risk 
Management Institute)
NAKATA Hiroyuki (RIETI)
SEKIGUCHI Kunio (RIETI) 

SP- 1

17-E-015 2017/3
A Function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Space o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s ARATA Yoshiyuki (RIETI) Ⅴ - 3

17-E-016 2017/3 Assortative Matching of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SUGITA Yoic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ESHIMA Kensuke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Enrique SEIRA (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

Ⅱ - 6

17-E-017 2017/3 Firm Dynamics, Misallocation, and Targeted Policies
In Hwan J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ENGA Tatsuro (RIETI)

Ⅲ - 5

17-E-018 2017/3 Declining Japanese Yen and Inertia of the U.S. Dollar OGAWA Eiji (RIETI)
MUTO Mako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Ⅰ- 4

17-E-019 2017/3 Effects of Main Bank Switch on Small Business Bankruptcy OGANE Yuta (Nagoya University) Ⅲ - 4

17-E-020 2017/3
Inefficiency in Rice Production and Land Use: A panel study of Japanese 
rice farmers OGAWA Kazuo (Osaka University) Ⅴ - 4

17-E-021 2017/3 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s Redux
KIYOTA Kozo (RIETI)
KUROKAWA Yoshinori (University of 
Tsukuba) 

Ⅵ- 5

17-E-022 2017/3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Japanese Supply Chains
Michal FABINGE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HIBUYA Yoko (Stanford University)
TANIGUCHI Mina (Sciences Po)

Ⅱ - 4

17-E-023 2017/3
Accounting for Heterogeneity in Network Formation Behavior: An application 
to Vietnamese SMEs

HOSHINO Tadao (Tokyo University of 
Science)
SHIMAMOTO Daichi (Waseda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

Ⅱ - 4

17-E-024 2017/3
Sustainable Transmission Planning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Electricity 
Industries: Balanc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Afzal S. SIDDIQUI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ANAKA Makoto (RIETI)
Yihsu CH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Ⅴ - 6

17-E-025 2017/3 Tariffs, Vertical Oligopoly, and Market Structure
ARA Tomohiro (Fukushima University)
Arghya GHOSH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Ⅱ - 6

17-E-026 2017/3
Where is the Excess Capacity in the World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 A focus on East Asia and China─ KAWABATA Nozomu (Tohoku University) Ⅱ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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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7-E-027 2017/3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Exogenous Shock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TANAKA Ayumu (RIETI)
ITO Banri (RIETI)
WAKASUGI Ryuhei (RIETI)

Ⅱ - 5

17-E-028 2017/3 Product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Information for Loan Pricing Jiangtao FU (Waseda University)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Ⅴ - 4

17-E-029 2017/3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East Asia: China, Korea, and Japan

ICHIMURA Hidehiko (RIETI)
Xiaoyan LEI (Peking University)
Chulhee LE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Jinkook LE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RAND Corporation)
Albert PARK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AWADA Yasuyuki (RIETI)

Ⅰ -其他

17-E-030 2017/3
Impacts of an ICT-assisted Program on Attitudes and English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An experiment in a Japanese high school

HIGUCHI Yuki (Nagoya City University)
SASAKI Miyuki (Nagoya City University)
NAKAMURO Makiko (Keio University)

Ⅵ - 4

17-E-031 2017/3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mote Antidumping Protec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MUKUNOKI Hiro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Ⅱ - 6

17-E-032 2017/3
Consumer Demand for Fully Automated Driving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Japan

Kong Joo SHIN (Kyushu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 Ⅴ - 7

17-E-033 2017/3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ehavioral Biases,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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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 5

17-E-034 2017/3 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on Innovation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ersity)
SAITO Yukiko Umeno (RIETI)

Ⅲ - 5

17-E-035 2017/3
On the Role of Skill,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Customer 
Behavior of the Beauty Industry KONISHI Yoko (RIETI) Ⅵ - 6

17-E-036 2017/3
Exports and FDI Entry Decis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oreign-affiliated 
firms

Ivan DESEATNICOV (University of 
Tsukuba)
Konstantin KUCHERYAVY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Ⅵ - 1

17-E-037 2017/3 A Larger Country Sets a Lower Optimal Tariff NAITO Takumi (Vanderbilt University / 
Waseda University) Ⅱ - 6

17-E-038 2017/3
Population Aging, Health Care, and Fiscal Policy Reform: The challenges 
for Japan

HSU Minchung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
YAMADA Tomoaki (Meiji University)

Ⅰ - 8

17-E-039 2017/3
Health-Related Income Gap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n Japan

ZHAO Meng (KONISHI Moe) (Gakushuin 
University) Ⅵ - 4

17-E-040 2017/3
Information Constraint of the Patent Office and Examination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effects of initiation lags

NAGAOKA Sadao (RIETI)
YAMAUCHI Isamu (RIETI) Ⅳ - 1

17-E-041 2017/3
Japanese Version of Concerted Cul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Adaptation to 
Lower Secondary Education MATSUOKA Ryoji (Waseda University) Ⅵ - 4

17-E-042 2017/3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Japan's Trade Balance SASAKI Yuri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OSHIDA Yushi (Shiga University) Ⅰ - 4

17-E-043 2017/3
Dynamic Benefits of Working in Large Citi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KONDO Keisuke (RIETI) 其他

17-E-044 2017/3
Propagation of Negative Shocks through Firm Networks: Evidence from 
simulation on comprehensive supply chain data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TODO Yasuyuki (RIETI) Ⅱ - 4

17-E-045 2017/3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Japan TSURUTA Daisuke (Nihon University) Ⅴ - 4

17-E-046 2017/3 SME Policies as a Barrier to Growth of SMEs TSURUTA Daisuke (Nihon University) Ⅴ - 4

17-E-047 2017/3
Urban Wage Premium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KONDO Keisuke (RIETI) 其他

17-E-048 2017/3
Safe Haven Currency and Market Uncertainty: Yen, renminbi, dollar, and 
alternatives MASUJIMA Yuki (Bloomberg L.P.) Ⅰ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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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7-E-049 2017/3
Cross-bord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Intra-firm Trade: New evidence from 
Korean and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Hyunbae CHUN (Sogang University)
Jung HUR (Sogang University)
YoungGak KIM (Senshu University)
Hyeog Ug KWON (RIETI)

Ⅵ -1

17-E-050 2017/3
Tax Avoidance by Capital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tax reform in 
Japan

HOSONO Kaoru (RIETI)
HOTEI Masaki (Daito Bunka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Ⅵ -5

17-E-051 2017/3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reers
SATO Kaor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ASHIMOTO Yuki (Kyushu University)
OWAN Hideo (RIETI)

Ⅶ -5

17-E-052 2017/3 Do Family Firms Have Worse (or Bet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ASABA Shigeru (Waseda University) Ⅵ -2

17-E-053 2017/3 Intangible Assets and Firms' Liquidity Holdings: Evidence from Japan
HOSONO Kaoru (RIETI)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Ⅴ - 4

17-E-054 2017/3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Trade Credit
LU Yi (Tsinghua University)
OGURA Yoshiaki (Waseda University)
TODO Yasuyuki (RIETI)
ZHU Lianming (Waseda University)

Ⅱ - 4

17-E-055 2017/3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nting and survival of Japanese firms

IKEUCHI Kenta (RIETI)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Ⅳ -2

17-E-056 2017/3
Measuring Science Intensity of Industry Using Linked Datase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KEUCHI Kenta (RIETI)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TAMURA Ryuic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SUKADA Naotoshi (RIETI)

Ⅳ -2

17-E-057 2017/3 Industry Growth through Spinoffs and Startups OHYAMA Atsu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Ⅵ -5

17-E-058 2017/3
Adverse Selection versus Moral Hazard in Financial Contracting: Evidence 
from collateralized and non-collateralized loans

UCHIDA Hirofumi (Kobe University)
UESUGI Iichiro (RIETI)
IWAKI Hiromichi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Ⅴ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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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

16-P-007 2016/4
Does Standardization Affect Science Linkage? A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ed technology field

TAMURA Suguru (RIETI)
IWAMI Shin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AKATA Ichiro (RIETI) 

其他

16-P-008 2016/4
How Uncertain Are Economic Polici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Japanese firm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6-P-009 2016/6 推动工业 4.0 的德国国内情况及国家目标 岩本 晃一（RIETI） Ⅴ- 8

16-P-010 2016/6 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展——日德比较 岩本 晃一（RIETI） Ⅴ- 8

16-P-011 2016/9 地区就业投入产出模型的开发与适用 中村 良平（RIETI） Ⅲ- 3

16-P-012 2016/10 关于日本制造业活用大数据和创新的实际情况 元桥 一之（RIETI） 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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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1 Siebrasse, Norman V., and Thomas F. Cotter. 2016. “The value of the standard.” Minnesota Law Review 101, no. 3 (2017), 1159−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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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



研究成果的普及

宣传活动

出版物

网站

各种宣传资料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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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工作研讨会和讲座等进行普及。

工作研讨会和讲座

BBL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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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期的出版物介绍（2016年―2017年） 

服务立国论
——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
2016年4月
森川 正之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无形资产经济学 无形资产投资与
日本生产率的提高
2016年9月
宫川 努、浅羽 茂、细野 薰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

从核泄漏事故后的能源供给看日本
经济
——东日本大地震带来了什么样的
影响？
2016年7月
马奈木 俊介 编著
MINERVA书房

人才觉醒经济
2016年9月
鹤 光太郎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企业治理与发展战略
2017年2月
宫岛 英昭 编著 
东洋经济新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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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出版物

RIETI第１期―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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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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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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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了应对GDP统计2008SNA标准的变更，JIP需要进行全面修改。为此，没有制作JIP2016数

据库。包含2014年数据在内的JIP2017，将于2017年秋冬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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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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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的汇率公开国将增至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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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ieti.go.jp/en/projects/jstar/（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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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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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ieti.go.jp/en/columns/voxeu.html

“专栏文章”栏目刊登各位研究员关于政策建议的文章

http://www.rieti.go.jp/cn/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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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ieti.go.jp/jp/special/p_a_w/（日文）
http://www.rieti.go.jp/en/special/p_a_w/（英文）

“研究员专页”的内容有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学、中国的产业与企业、世界中的中国、日中关系

五个领域的“中国经济新论”（关志雄CF）、“中岛厚志的经济前瞻”（中岛厚志理事长），从不同角度对急速扩

大的物联网（IoT）进行考察的“IoT/工业4.0带来的冲击”（岩本晃一SF）（以上仅有日文网站）。另外，从

“企业治理分析前线：恢复日本企业竞争力”（宫岛英昭FF）、“中国经济新论”等具有影响力的连载中选取精

华文章出版成书。

http://www.rieti.go.jp/cn/fellows_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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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2002年1月22日

―2017年3月底

（约15年间）

2016年4月

―2017年3月底

（2016年度）

日　文 11,794,972 1,399,189

英　文 3,293,908 212,211

中　文 1,029,281 150,912

日本产业生产率（JIP）数据库2015年版

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

访问数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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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Highlight（宣传杂志）
通过专题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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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开设Research Digest栏目，
针对新近发表的工作论文（DP）提出的问题、要点及政策上的应用等采访作者，介绍内容。

A4 50页左右
语言：日文、英文

宣传活动 各种宣传资料

为了有助于广泛普及研究成果，活跃政策讨论，RIETI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这里介绍的宣传资料全部可以从网站上下

载。

 介绍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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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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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80页左右
语言：日文、英文、中文 语言：日文、英文、中文

季刊（日文） 

专刊（英文）

RIETI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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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政策研讨会

企业治理改革与日本企业的成长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61001/info.html

日期 2016/6/10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A厅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53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提出问题：企业治理改革与日本企业的成长

第1部 面向新的所有结构
报告“机构投资家的作用：管理职责法”
报告“长期持股的成本与利益：论分类股”
评论
讨论和答疑

第2部 企业治理的实态
报告“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与经营者更换”
报告“日本企业低业绩的原因：通过国际比较进行验证”
评论
讨论和答疑

第3部 企业治理改革的方向
报告“企业治理与企业舞弊事件”
报告“企业治理制度改革的现状与课题”
评论
讨论和答疑

总结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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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田 隆明（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研究科 副教授）

小佐野 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江口 高顕（投资家论坛 运营委员）

牛岛 辰男（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 教授）

斋藤 卓尔（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副教授）

井上 光太郎（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院经营工学系 教授）

Christina L. AHMAIDJIAN（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 教授）

胥 鹏（法政大学经济系 教授）

青木 英孝（中央大学综合政策系 副教授）

田中 亘（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教授）

武井 一浩（西村旭法律事务所 伙伴）

宫岛 英昭

牛岛 辰男 / 江口 高顕 

胥 鹏 / Christina L. AHMAIDJIAN

小佐野 广 / 保田 隆明

井上 光太郎 / 斋藤 卓尔

田中 亘 ／ 青木 英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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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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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BD、AI时代的知识产权战略研讨会——数据与经验
的保护、共享与活用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62001/info.html

日期 2016/6/20

会场 会议区M + 10F

主办 东京大学政策展望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与创新研究小组

合办 RIETI

会议内容

开幕式
基调演讲“企业的IoT、BD、AI战略”
基调演讲“数据知识产权与开放式和封闭式体系的战略”
报告及计划“技术经验调查研究与数据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议”
嘉宾讨论

演讲者

富山 和彦（株式会社经营共创基盘 董事长兼CEO）

小川 纮一（东京大学政策展望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

渡部 俊也（RIETI FF, 东京大学政策展望研究中心 教授）

堤 和彦（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顾问）

户田 裕二（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知识产权本部 副部长兼知财商务部本部
长）

别所 直哉（雅虎日本公司 执行董事（掌管宣传、法务、政策企划、公共服
务））  

上野 刚史（日本IBM株式会社 理事、知识产权部部长）

丸山 宏（株式会社Preferred Networks 最高战略负责人）

立本 博文（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商务科学研究科 教授）

诸永 裕一（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知识产权政策室 主任）

会议内容

上午“大区域时代的投资”
开幕词
第1部 “投资规则的统一”
　“TPP投资模型与新投资的展望——对日本的启示”
　“ISDS的代替模型”
　“投资家与受资国纠纷处理改革的几项建议”
　“商业界如何看待投资模型”
　“亚太地区投资规则的统一”
第2部 “投资实态及21世纪的政策课题”
　“促进不同的投资方式”
　“日本对促进投资的看法”
　“对日投资的现状”
　“投资与贸易政策的统一性”
　“征税与国际投资”

下午“面向今后的国际贸易制度”——TPP与未来展望（以WEF全球机构
贸易与直接投资报告书为基础）
开幕词
第1部 “全球价值链与开发问题”
第2部 “经济影响与地政学”
第3部 “全球贸易体系”
第4部 “总结：今后的课题”
闭幕词

演讲者

前田 茂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理事）

Ricardo MELÉNDEZ-ORTIZ（ICTSD 代表）

Sean DOHERTY（世界经济论坛 贸易投资主管）

Jonathan FRIED（加拿大政府驻日内瓦代表部 大使）

横田 光弘（METI通商政策局经济合作课 经济合作谈判官）

Peter DRAPER（Tutwa顾问公司 代表）

滨本 正太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 教授）

原 一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国际经济本部 部长）

Mark FELDMAN（北京大学 教授）

中富 道隆（RIETI CF,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顾问）

James LOCKETT（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贸易顺畅化、市场准入负责
人）

猪本 有纪（丸红经济研究所 高级顾问）

Julien CHAISSE（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石毛 博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理事长）

岛田 玄一郎（松下电器株式会社涉外本部国际涉外部 部长）

椎野 幸平（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际经济课 课长）

Beatriz LEYCEGUI GARDOQUI （Partner, SAI Law & Economics）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 教授）

川崎 研一（RIETI CF,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高级研究员）

大岛 正太郎（国际经济研究所 理事长）

渡边 哲也（METI通商政策局通商机构部 部长）

川濑 刚志（RIETI FF, 上智大学法律系 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今后的国际贸易制度与投资研讨会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71201/info.html

日期 2016/7/12

会场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总部（东京）5楼展览厅

主办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RIETI、世界经济论
坛（WEF）、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D）

参会人数 1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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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CEPR研讨会

Brexit：英国与全球经济的未来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0701/info.html

日期 2016/11/7

会场 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滩尾会议厅

主办 RIETI，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

参会人数 172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讲演1：Brexit 与英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未来

讲演2：Brexit与英国的劳动市场问题

讲演3：Brexit, 国际金融、金融中心

嘉宾讨论 : Brexit与日本以及全球经济
发表 1：Views on Brexit by Hitachi
发表 2：The Impact of Brexit on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Japan―Our 
Analysis
发表 3：Japan's Response to Brexit
发表 4：Wisdom between Being In And Not Being In?
讨论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Richard BALDWIN（CEPR 所长,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教授）

Barbara PETRONGOLO（Director of the Labour Economics Programme, 
CEPR,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教授）

Tarun RAMADORAI（Research Fellow, CEPR / 伦敦帝国学院 教授）

田边 靖雄（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 专务执行董事）

小林 一也（瑞穗银行 常务执行董事）

赤石 浩一（METI大臣官房 审议官（主管通商政策局））

若杉 隆平（RIETI SA、FF, 京都大学 名誉教授, 横滨国立大学 名誉教授, 新
潟县立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

从左起 : Richard BALDWIN、Barbara PETRONGOLO、Tarun RAMADORAI

从左起 : 若杉 隆平、赤石 浩一、小林 一也、田边 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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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研讨会系列 Ⅱ：为实现富足的循证社会

第三次“亚洲中的日本——亚洲经济金融的最前线”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7031801/info.html

日期 2017/3/18

会场 新·都酒店 阳明殿

主办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构筑循证社会规划、尖端政策分析研究
中心（CAPS）、尖端经济理论的国际性合作研究据点）

合办 京都大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教育单元、公益财团法人KIER 经济
研究财团、RIETI、东南亚地区研究研究所-ASEAN研究平台

会议内容

开幕词

讲演“东盟经济的现状与课题——创建国际机构”

讲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走向”

嘉宾讨论“亚洲的发展与日本的贡献”

闭幕词

演讲者

小岛 大造（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 副教授）

佐藤 直树（京都大学 理事、副校长）

根本 洋一（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 所长）

佐藤 百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 理事）

三重野 文晴（京都大学东南亚地区研究研究所 教授）

沟端 佐登史（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所长、教授）

矢野 诚（RIETI所长,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中心 主任、教授）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研讨会系列 Ⅱ：为实现富足的循证社会

第二次“文理融合与循证政策的推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7020401/info.html

日期 2017/2/4

会场 京都大学国际科学创新大厦5层研讨会议厅

主办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构筑循证社会规划、尖端政策分析研究
中心（CAPS）、尖端经济理论的国际性合作研究据点）

合办 京都大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教育单元、公益财团法人KIER 经济
研究财团、RIETI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提出议题“市场的质量与创新政策”

讲演“已经启动的第五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讲演“政策实务与经济学”——政策决策是否基于循证？

嘉宾讨论“创新中的文理融合”

闭幕词

演讲者

伊藤 公二（RIETI CF,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 副教授）

北野 正雄（京都大学 理事、副校长）

矢野 诚（RIETI所长,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 主任、教
授）

伊藤 洋一（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局 局长）

森川 正之（RIETI理事、副所长）

小岛 大造（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 副教授）

广田 茂（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 副教授）

沟端 佐登史（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所长、教授）



RIETI特别BBL论坛

服务立国论——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51101/info.html

日期 2016/5/11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31人

演讲者

森川 正之（RIETI理事、副所长）

齐藤 敏一（株式会社RENAISSANCE 董事长）

佐佐木 启介 （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服务政策课 课长）

研讨会 

How the United States selects its presidents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40401/info.html

日期 2016/4/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演讲者

Andrei GREENAWALT

田村 晓彦（RIETI SF、总务部 部长）

RIETI特别BBL论坛

市场品质的法律与经济学

http://www.rieti.go.jp/jp/events/16052401/info.html

日期 2016/5/2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11人

演讲者

矢野 诚（RIETI所长、CRO,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中原 裕彦（内阁官房一亿国民总动员推进室 参事官）

第15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能源价格、汇率及国际经济秩序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60201/info.html

日期 2016/6/2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12人

演讲者

小川 英治（RIETI FF,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 教授）

藤 和彦（RIETI SF）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RIETI特别BBL论坛

2016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及小规模企业白皮书

http://www.rieti.go.jp/jp/events/16052501/info.html

日期 2016/5/25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74人

演讲者

伊奈 友子（METI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 主任）

苗村 公嗣（METI中小企业厅经营支援部小规模企业振兴课 课长）

上野 透（RIETI SF（兼）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部长）

RIETI特别BBL论坛

2016年版通商白皮书的要点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62901/info.html

日期 2016/6/29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03 人

演讲者

谷泽 厚志（RIETI CF, METI通商政策局美洲课 统筹助理（前企划调查室 
统筹助理））

齐藤 有希子（RIETI SF）

宣传活动 工作研讨会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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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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DEARDORF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CHIDA Toshihiro (Waseda University)
Andreas MOXNES (University of Oslo)
SUGITA Yoic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ITO Takumi (Waseda University)
Dennis NOVY (University of Warwick)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HAYAKAWA Kazunobu (IDE-JETRO)
TOMIURA Eiichi (PD･FF,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Yi L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UKUNOKI Hiro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TAKECHI Kazutaka (Hosei University)

国际工作研讨会

Frontiers in Research on Trade Costs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80401/info.html

日期 2016/8/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合办 一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金（S）

（课题号码26220503）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Rue the ROOs: Rules of Origin and the Gains (or Losses) from 
Trade Agreement"
Q&A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Export Dynamics"
Q&A

Session 2
"Currency Unions, Trade, and Heterogeneity"
Q&A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Export-enhancing effects of 
import-tariff reductions"
Q&A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a Influence U.S. Elections?"
Q&A
"The Quality of Distance: Quality Sorting, Alchian-Allen Effect, and 
Geography"
Q&A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ISHIKAWA Jota (FF,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RA Tomohiro (Fukushima University)

RIETI特别BBL论坛

E15 Initiative Report Launch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071301/info.html

日期 2016/7/1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世界经济论坛（WEF）、贸
易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D）

参会人数 68人

演讲者

Ricardo MELÉNDEZ-ORTIZ（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D） 代表）

Sean DOHERTY（世界经济论坛（WEF）贸易投资主管）

Jonathan FRIED（加拿大政府驻日内瓦代表部 大使）

田村 晓彦（原RIETI SF）

中富 道隆（RIETI CF,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顾问） 工作研讨会

第4次Asia KLEMS Conference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5080402/info.html

日期 2016/8/4-5

会场 一桥大学

主办 Hitotsubash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HIAS)
合办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 Grant Number 

16H06322,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in Japan (SSPJ): 
Determinants and Policie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Gakushuin University, and RIETI

RIETI特别BBL论坛

Global Energy Outlook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00401/info.html

日期 2016/10/4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72人

演讲者

Adam SIEMINSKI（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署长）

石井 秀彦（日本资源能源厅国际课 课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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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讨会

Hitotsubashi-RIET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al 
Estate Market, Productivity, and Prices

Date 2016/10/13-14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and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Has the Labour Share declined?"
"Aging, Inflation and Property Prices"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研究开发研讨会

向清洁技术和氢能社会挑战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01101/info.html

日期 2016/10/11

会场 电气通信大学 创立80周年纪念会馆3层会议厅

主办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合办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事业协力会、RIETI、一般社团法
人目黑会（电气通信大学同窗会）

会议内容

开幕词

要旨说明

演讲Ⅰ 
“量子点设备与最尖端太阳能电池开发”

演讲Ⅱ

“可再生能源虚拟网”

演讲Ⅲ “NEDO在氢能方面的作为”

演讲Ⅳ 
“东芝公司为实现氢能社会的挙措”

演讲Ⅴ 
“丰田汽车的环境挑战2050”

总结、闭幕词

演讲者

中岛 信生(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主任)

安藤 晴彦(RIETI CF,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客座教授)

山口 浩一（电气通信大学信息理工学研究科基础理工学专业 教授）

市川 晴久（电气通信大学信息理工学研究科信息学专业 教授）

大平 英二（NEDO新能源部燃料电池与氢能研究小组 主任研究员）

中岛 良（东芝下一代能源事业开发项目团队分项目 主任, 燃料电池实用
化推进协议会无碳氢燃料工作小组 主审）

小岛 康一（丰田汽车FC技术开发部兼先进技术统筹部 主审, 燃料电池实
用化推进协议会无碳氢燃料工作小组 副主审）

田村 元纪（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副主任）

Session 2
"Can Mismeasur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plain the U.S. 
Productivity Slowdown?"
"Estimation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Using 
Commodity Transaction Data"
Session 3
"Satisfaction, Loyalty and Productivity: A Case of Beauty Salon"
"Effects of New Goods and Product Turnover on Price Indexes"
Session 4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House Price 
Distribution"
"Geography and Realty Price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evel Data"
"Inefficiency in Rice Production and Land Use: A Panel Study of 
Japanese Rice Farmers"
Luncheon Speech
"The Economic Value of Green Building"
Session 5
"Weekly Hedonic House Price Indices and the Rolling Time Dummy 
Method:  An Application to Sydney and Tokyo"
"Structure Depreci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Real Estate Services"
"How Inheritance Affect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an Ag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Transaction and Registry Data"
Concluding Remark
Speakers/Moderators
NAKAJIMA Atsushi (RIETI)
NISHIMURA Kiyohik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GRIPS)
ABE Naohi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Paul SCHREYER (OECD)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INOUE Tomoo (Seikei University)
Marshall REINSDORF (IMF)
IWAISAKO Toku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MIYAGAWA Tsutomu (Gakushuin University) 
NISHIYAMA Yoshihiko (Kyoto University)
KONISHI Yoko (RIETI)
NEMOTO Jiro (Nagoya University)
TONOGI Akiyuk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Peng XU (Hosei University)
Dan McMILLE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Illinois University)
Robert HILL (Graz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ersity) 
OGAWA Kazuo (Osaka University)
OHASHI Hirosh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ongHeng DE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HIMIZU Chihiro (Nihon University)
HIGO Masahiro (Bank of Japan) 
YOSHIDA Jiro（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UZUKI Michi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UESUGI Iichiro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OI Michio (Kei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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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IWEP-CESSA 共同工作研讨会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Currency: 
Perspective from China and Japan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1901/info.html

Date 2016/11/19

Venue 北京亮马河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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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Paper 1: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Expor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Paper 2: One RMB, One External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s Provinci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Session 2
Paper 3: Currencies in Safe Haven Status: Renminbi, Yen, Euro, and 
Dollar
Paper 4: Potential Assessment of RMB Trade Settl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Export Enterprises
Session 3
Paper 5: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t the Individual Product 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hailand
Paper 6: 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RIETI-CEPR工作研讨会

Brexit: On the future of the UK and the global economy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0801/info.html

Date 2016/11/8

Venue RIETI国际会议室

Hosts RIETI and CEP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Brex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Japanese Economist"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Brexit and the UK’s Futur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Brexit and UK Labour Market Issues"
"Brexit,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City"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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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O Makoto (President and CRO, RIETI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

TOMIURA Eiichi (PD･FF, RIETI / Professor, Faculty of Economic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Barbara PETRONGOLO (Director of the Labour Economics Programme, 
CEPR / Professor of Economic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第16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提高生产率与劳动方式改革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1701/info.html

日期 2016/11/17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81人

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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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司（RIETI PD、FF,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RIETI 工作研讨会

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新科技制定政策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0201/info.html

日期 2016/11/2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会议内容

"OECD Work on Digitalization of STI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Understanding Link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ntier of 
Database Development and Policy Analysis"
"SciREX Policymaking Intelligent Assistance System (SPAIS)"
嘉宾讨论

演讲者

Mario CERVAN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ivision, OECD/STI)

MOTOHASHI Kazuyuki (FF, RIETI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ARA Yasushi (GRIPS, SciREX Center)

AKAIKE Shinichi (Dire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esight Center, 
NISTEP / MEXT and CAO)

KOURA Katsuyuki (Director, Technology Policy Planning Office, METI)

KAWAGUCHI Daiji (FF, RIETI /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arun RAMADORAI (Research Fellow, CEPR / Professor of Financial 
Economics,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EDA Kenichi (FF, RIETI /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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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IoT、BD、AI时代的知识产权战略与人才培养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6112501/info.html

日期 2016/11/25

会场 日本桥 Life Science HUB　8F A会议室

主办 东京大学政策展望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与创新研究小组

合办 RIETI、营业机密保护推进研究会

后援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知识产权学会

会议内容

第1部　IoT、BD、AI时代的核心技术与数据知识产权战略：以RIETI
研究会报告、政府政策和今后的计划为中心
Ⅰ -1　RIETI的研究计划与报告
Ⅰ -2　营业机密保护推进研究会的报告

第2部　IoT、BD、AI时代的人才培养：战略工作小组领导人培养计划
的报告与计划
Ⅱ -1　战略工作小组领导人培养计划的业务报告
Ⅱ -2　战略工作小组领导人培养计划讲师发言
Ⅱ -3　战略工作小组领导人培养计划顾问委员会报告

“支持超智能社会（Society5.0) 的企业知识产权的人材培养——战略工
作小组领导人培养计划顾问委员会报告评论”

第3部　IoT、BD、AI时代的业务战略：新展望与人才培养
Ⅲ -1　讲演“从数据到完成深度学习模型：连结的实际状况与应对（预定

题目）”
Ⅲ -2　经济产业省的政策：关于针对第4次产业革命的数据及知识产权

的活用和保护
Ⅲ -3　嘉宾讨论

演讲者

渡部 俊也（RIETI FF, 东京大学政策展望研究中心 教授, 日本知识产权学
会 会长）

桥本 正洋（东京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理工学院 教授, 营业机密保护推进
研究会 会长, 日本知识产权学会 副会长）

立本 博文（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商务科学研究科 教授, 日本知识产权学会 理
事）

戸田 裕二（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知识产权本部 副部长兼知识产权商务本
部部长）

石山 洸（利库路特控股公司研发本部RIT推进室 主任）

诸永 裕一（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知识产权政策室 主任）

Session 4
Paper 7: Firm's Predicted Exchange Rate and Nonlinearities in Pricing-
to-Market
Paper 8: Why do Chinese Firms Borrow Foreign Currency Debt?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SUN Ji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hief Editor of World Economy,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ZHANG Mi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ZHANG Shajuan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SU Qingyi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YANG Panpan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Global Macroeconomy,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SATO Kiyotak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 RIETI Project Member)
OGAWA Eiji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 FF, RIETI)
MASUJIMA Yuki (Senior Japan Economist, Bloomberg Intelligence / 
RIETI Project Member)
XIAO Lishe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Deputy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AI Hongshan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SHIMIZU Junk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Gakushuin 
University / RIETI Project Member)
XU Qiyua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YOSHIMI Taiy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zan 
University / RIETI Project Member)
WANG Junb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I Mi (Assistant Professor,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i Ngoc Anh NGUYEN (Research Fellow of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WANG Yaqi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Finan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 Shuyu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Global Macroeconomy,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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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美国新政权下的贸易政策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走向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7012601/info.html

日期 2017/1/26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02人

演讲者

川口 大司（RIETI FF,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富浦 英一（RIETI PD、FF,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工作研讨会

RIETI-Gakushuin-Toy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irm 
Dynamics

Date 2016/12/2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s RIETI, Gakushuin University, Toyo University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Morning Session
"The Impact of Emerging Market Competition on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Do Multinational Firms Transfer Culture? Evidence on Female 
Employment in China"
Keynote Speech
"Labor, Mis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fternoon Session 1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Misalloc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with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fternoon Session 2
"Testing Heterogeneous Incomplete Pass-through: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Cotton Yarn Export Price Data"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Upgrading"
Closing
Speakers/Moderators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INUI Tomohiko (FF,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Mu-Jeung YA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YAMANOUCHI Kenta (Keio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Heiwai TA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KODAMA Nao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ugo HOPENHAYN (UCLA)
OKAMURO Hiroyuk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OSONO Kaoru (FF,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KIYOTA Kozo (Keio University)
OIKAWA Kouki (Waseda University)
SUZUKI Michi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KITANO Taiju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ISHISE  Hirokazu (Osaka University)
USHIJIMA Tatsuo (Keio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YOSHIMI Taiyo (Nanzan University)
HASEGAWA Makoto (GRIPS)
SAITO Hisamitsu (Hokkaido University)
NAKAJIMA Kentaro (Tohoku University)
HOTEI Masaki (Daito Bunka University)

TIER-RIETI-KIET 工作研讨会

Advanc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Southeast Asia
http://www.rieti.go.jp/en/events/16120801/info.html

Date 2016/12/8

Venue Ambassador Hotel Kaohsiung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RIETI session
1st Presentation: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2nd Presentation: Determinants of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in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Overcoming Protectionism
Session 2 KIET session
3rd Presentation: Kor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 Indonesi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
4th Presentation: MNCs and GVCs in Asia: Trends and Lessons
Session 3 TIER session
5th Present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Outlook 
and Strategies
6th Presentation: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Local Industries: The 
Case of Kaohsiung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Chien-Fu LIN (President, TIER)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Byoung-Gyu YU (President, KIET)
Willem THORBECKE (SF, RIETI)
Jaehan CHO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KIET)
ITO Banri (RAs, RIETI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lege of Economics,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Chen-Shen HO (Director, TIER)
Dong-Joo JOO (Senior Research Fellow, KIET)
Francine LI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TIER)
Ching-Yu TAN (Director, TIER)
Jason KAO (Director, 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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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特别BBL论坛

劳动方式的男女不平等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7022301/info.html

日期 2017/2/23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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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室 淑惠（株式会社Work Life Balance 总裁）

关 万里（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经济社会政策室 主任助理）

RIETI-AJRC 工作研讨会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ustralia and 
Japan

日期 2017/3/8

会场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演讲者

NAGAOKA Sadao (PD and FF, RIETI /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Jonathan COPPEL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Jenny CORBETT (ANU Crawford School)

第18次RIETI重点课题讨论会

第4次工业革命的动向与课题——与时俱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17032201/info.html

日期 2017/3/22

会场 RIETI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13人

演讲者

岩本 晃一（RIETI SF）

长冈 贞男（RIETI PD、FF, 东京经济大学 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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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4
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应是怎样的——寄语RULES FOR 
GROWTH日文版发行

演讲者: 中原 裕彦（内阁官房推动1亿人口总动员办公室 参事官）
铃木 淳人（储蓄保险机构调查部 审议员）

2016/4/15 “WTO走向何处”2.0
演讲者:
评论员:

股野 元贞（外务省经济局国际贸易课 课长）
川濑 刚志（RIETI FF, 上智大学法律系 教授）

2016/4/26
护理现场的革新活动：关于“根据将来的护理需求提供护理服务研
究会”的讨论

演讲者: 加藤 久和（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 教授）

2016/4/27 国际金融监管的现状与课题 演讲者: 河合 美宏（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 秘书长, 金融稳定理事会 理事）

2016/5/10 如何结束叙利亚战乱——中东需要新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 演讲者: 松本 太（日本驻叙利亚 临时代办）

2016/5/11 服务立国论——让成熟经济焕发活力
演讲者:
评论员:

森川 正之（RIETI理事、副所长）
齐藤 敏一（株式会社RENAISSANCE 董事长）

2016/5/17 德国的能源自立运动与能源战略 演讲者: 村上 敦（新闻工作者, 一般社团法人Club Vauban 代表）

2016/5/20 世界经济展望：步履踉跄的世界经济——过于长期而缓慢的增长
演讲者: 柏濑 健一郎（RIETI C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地区办事处（OAP） 经

济师）

2016/5/24 市场品质的法律与经济学 演讲者: 矢野 诚（RIETI所长、CRO,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2016/5/25 2016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及小规模企业白皮书
演讲者: 伊奈 友子（METI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主任）

苗村 公嗣（METI中小企业厅经营支援部小规模企业振兴课课长）

2016/5/30 Modularity in New Market Formation
演讲者:

评论员:

Ronald Allen SANCHEZ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柴田 友厚（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2016/6/8 中国 习近平体制3年与中日关系 演讲者: 中泽 克二（日本经济新闻 编辑委员）

2016/6/17 人工共鸣：与AI、机器人共生的未来社会的关键 演讲者: 浅田 稔（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 教授）

2016/6/21 同时承担育儿与护理的现状与课题
演讲者:

评论员:

伊藤 诚一（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调查课 课长）
野崎 佑子（RIETI CF, 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调查课 男女共同参与分析官）
宇南山 卓（RIETI FF,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副教授）

2016/6/22 IoT社会中制造业的方向 演讲者: 正田 聪（METI制造产业局产品制造政策审议室 主任）

2016/6/23 Perfecting China, Inc.: China's unambitious 13th Five-Year Plan 演讲者: Scott KENNEDY（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部 副主任,中国商务与政治
经济学项目 主管）

2016/6/24 COP21的结果与日本能源暖化对策的课题 演讲者: 有马 纯（RIETI CF,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2016/6/29 通商白皮书2016的重点 演讲者: 谷泽 厚志（RIETI CF, METI通商政策局元企划调查室 统筹助理）

2016/7/7 关于延长健康寿命的证据与课题
演讲者: 岛田 裕之（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老年学、社会学研究中心预防老年学研究部 

部长）

2016/7/8 日本的金融科技——现场发生了什么？
演讲者:

评论员:

山口 彻（新日铁住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经营金融解决方案事业本部咨询统
筹中心 所长）
岩本 晃一（RIETI SF）

2016/7/13 E15 Initiative Report Launch
演讲者:

评论员:

Ricardo MELÉNDEZ-ORTIZ（贸易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D） 代表）
Sean DOHERTY（世界经济论坛（WEF） 贸易投资主管）
Jonathan FRIED（加拿大政府驻日内瓦代表部 大使）
田村 晓彦（原RIETI SF）

2016/7/14 什么是解决社会课题的丹麦未来设计思考？
演讲者:
评论员:

大本 绫 （株式会社Laere  共同代表，创意活动设计师）
内田 友纪（株式会社RE-PUBLIC  共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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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BBL论坛  

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举办的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2001年到2017年3月的16年间共举办了1,062次、其中

2016年度举办了52次。BBL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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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7/15 如何应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日本的危机管理计划 演讲者: 菅野 雅明（JP摩根证券股份公司 主任经济师）

2016/8/5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rade Negotiations
演讲者: Alan V. DEARDORFF (John W. Sweetlan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6/9/9
She Is the Answer―IMF's work on gender issues and promoting 
womenomics in Japan 演讲者: Kalpana KOCHHA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事局 局长）

2016/9/15 使用税务数据测算分配方GDP 演讲者: 藤原 裕行（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 企划官）

2016/9/27 Japan's Abenomics: Reload, Reset or Relaunch? 演讲者: Luc EVERAER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局 主任助理）

2016/9/29 人口与日本经济 演讲者: 吉川 洋（RIETI SA、FF, 立正大学经济系 教授）

2016/10/4 Global Energy Outlook 演讲者: Adam SIEMINSKI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署长）

2016/10/1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与基准改定——应对2008SNA 演讲者: 长谷川 秀司（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ESRI）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部 部长）

2016/10/19
Washington Perspective on TPP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Clinton 
(Trump?) Administration

演讲者: Sherman E. KATZ (Senior Advis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idency & 
Congress (CSPC))

2016/10/20
Transport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演讲者: Clifford WINSTON (Senior Fellow, Economic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6/10/25 如何测定政策的效果？：海外的“循证决策”的最新动向

演讲者: 伊藤 公一朗（RIETI F, 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副教授, 美国全国经济研
究所（NBER） 研究员）
小林 庸平（RIETI CF, 三菱UFJ调查＆顾问株式会社经济政策部 副主任研究
员）

2016/10/28 日本为推进经济增长战略而实施的非寿险市场改革
演讲者: 三宅 正太郎（原帝京大学法律系 教授）

佐野 圭作（JEIB日本株式会社 董事长）
林 康夫（原中小企业厅 长官）

2016/11/1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s for Open Innovation in 
Japan: OECD's latest survey as seen in cas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演讲者:

评论员:

Mario CERVANTES (Senior Economist and Head of TIP Secretari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ivision, OECD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ers KARLSSON (Vice President, Strategic Alliances, Global Academic 
Relations, ELSEVIER)

2016/11/10 无形资产经济学 无形资产投资与日本生产率的提高 演讲者: 宫川 努（RIETI FF, 学习院大学经济系 教授）

2016/11/15 The People's Money: How China is Building a Global Currency 演讲者:
评论员:

Paola Subacchi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调查部 部长）
河合 正弘(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特任教授)

2016/11/18 海洋争端的国际仲裁与日本安全防务 演讲者: 柳井 俊二（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法官，原日本驻美国大使）

2016/11/21 通过日美合作实现可持续的核能技术开发
演讲者: 田中 伸男（公益财团法人笹川和平财团 理事长, 原国际能源署（IEA）事务局 局

长）

2016/11/24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与新政权的分析 演讲者: 久保 文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 教授）

2016/11/28 “隼鸟号”告诉我们如何培养创造力
演讲者: 川口 淳一郎（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高级研究员, 宇

宙科学研究所宇宙飞翔工学研究系 教授）

2016/11/30 世界经济展望——“受到压制的需求——状况与对策” 演讲者: 柏濑 健一郎（RIETI C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经济学家）

2016/12/15 关于IoT·机器人化的居住环境及其标准化
演讲者: 谷川 民生（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信息与人体工程学领域

研究战略部研究企划室 主任）

2017/1/11
护理保险施行15年的经验和展望：是福利回归还是市场原理的整
合

演讲者: 铃木 亘（学习院大学经济系 教授）

2017/1/17 特朗普政权与日美关系
演讲者: Glen S. FUKUSHIMA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高级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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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8
仿人机器人“Mahoro”引发生物研究变革——唤起生命科学研究
的模式转变

演讲者: 高木 英二（Robotic Biology Institute Inc. 总裁）

2017/2/2 普京、俄罗斯与日俄关系 演讲者: 下斗米 伸夫（法政大学法律系国际政治学专业 教授）

2017/2/23 劳动方式的男女不平等
演讲者:
评论员:

山口 一男（RIETI VF, 芝加哥大学 Ralph Lewis 纪念特别社会学教授）
小室 淑惠（株式会社Work Life Balance 总裁）

2017/3/8
利用人工智能与数据的解决问题型创新：以“KIDS DESIGN”为
例

演讲者: 西田 佳史（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首席
研究员）

2017/3/15 新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的课题与展望
演讲者:

评论员:

孟 健军（RIETI VF,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IDEG) 高级研究员）
关 志雄（RIETI CF,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2017/3/23 关于重新审视国际性金融管制改革的动向 演讲者: 宫内 惇至（瑞穗证券株式会社 顾问, 瑞穗第一金融技术株式会社 顾问）

2017/3/31 探访循证医疗(EBM)
演讲者:
评论员:

关泽 洋一（RIETI SF、研究调整主任（负责政策史））
木村 盛世（医师, 医疗法人财团综友会医学研究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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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所长、CRO

矢野 诚 经济动态学、法与经济学、市场组织学

高级研究顾问（SRA)

深尾 光洋 国际金融论、金融论、公司治理

伊藤 隆敏 国际金融论、日本经济论、宏观经济学

根津 利三郎 科学技术、信息技术、产业政策、通商政策

研究项目主任（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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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口 伸明 
（兼）教职研究员

空间经济学、巴西地域经济

小林 庆一郎 
（兼）教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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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冈 贞男
（兼）教职研究员

创新、产业组织

大桥 弘 
（兼）教职研究员

产业组织论、贸易政策

武田 晴人
（兼）教职研究员

日本经济史

富浦 英一
（兼）教职研究员

国际经济学（主攻有关贸易的计量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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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所长（VP)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劳动市场、生产率

高级研究员（SF)

藤 和彦
石油·天然气动向对国际经济及国际形势的影响、超老龄化对日本的影响（包括区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美国政治经济、与俄罗斯的
能源合作（萨哈林·天然气输送管道事业）

后藤 康雄 产业组织论、中小企业研究、金融

林 茂
（兼）国际事务及宣传部部长

－

五十里 宽
（兼）研究调整员
（负责研究调整）

开发金融、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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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

中田 启之 微观经济学理论、金融经济学

小田 圭一郎 银行理论

齐藤 有希子 产业组织、空间经济、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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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村 杰 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THORBECKE, Willem 金融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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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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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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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F)

荒木 祥太 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荒田 祯之 宏观经济、异质性经济主体模型、概率过程

藤井 大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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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内 健太 研究开发、创新、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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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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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洋 劳动经济学、移民与宏观经济、工资、人力资本、劳动市场

千贺 达朗 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企业动态、不确定性）

殷 婷 宏观经济学、家庭经济、中国经济、劳动经济

张 红咏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中国经济

研究助理（RAs)

青崎 智行 广告产业、媒体与内容产业

伊藤 万里 国际经济学、研究开发、创新研究

加藤 笃行 经济增长、生产率分析、贸易与经济发展

河村 德士 日本经济史、小运输业史、产业安全

清田 耕造 企业的贸易、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成长；研究开发的外溢；两国间、多国间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根据CGE模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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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 鲇梦 国际贸易、文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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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内 勇 创新、研究开发管理、知识产权制度

横尾 英史 环境经济学

教职研究员（FF)

青木 玲子 （截至2016/11/18） 标准和知识产权、创新、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

青山 秀明 基本粒子理论、普通物理学、数理语言学、经济物理学

中马 宏之 产业经济论、产业组织论、劳动经济学、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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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居 丈朗 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藤原 一平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

樋口 美雄 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细野 薰 金融系统、金融政策、企业动学 

市村 英彦 计量经济学 

乾 友彦 生产率分析、国际经济学、医疗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中国经济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川口 大司 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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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濑 刚志 国际经济法、通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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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尾 早雾 宏观经济学、财政与社会保障政策

权 赫旭 生产率分析、产业组织论

牧原 出 口述历史和政治史、比较行政学研究、司法政治研究、先进公开政策研究

间宫 勇 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

马奈木 俊介 经济学、城市规划、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宮川 努 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企业行为、产业结构分析、亚洲经济动向

宫岛 英昭 日本经济史研究、企业金融、公司治理、日本经济论

森 知也 城市和地区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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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 良平 城市经济学、地区经济学、公共政策

西村 和雄 非线形经济动态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野村 浩二 资本的测定、生产率分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源与环境、日本经济

小川 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大桥 和彦 金融（商品市场、证券创新与金融中介、J-REIT等）

冈崎 哲二 经济史、经济发展论、比较制度分析

大湾 秀雄 劳动经济学、组织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佐藤 主光 －

泽田 康幸 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实地调查 

铃木 将文 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

田渊 隆俊 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田中 诚 能源、环境、产业组织

户堂 康之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德井 丞次 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日本经济的实证分析

植田 健一 宏观经济学、金融论、开发经济学、国际金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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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南山 卓 家庭经济行为、应用计量经济学、指数理论

浦田 秀次郎 国际经济学、开发经济学

后 房雄 政治学、行政学、NPO论

若杉 隆平
（兼）高级顾问

国际经济学、创新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 

渡部 俊也 技术经营

山本 勋 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家森 信善 金融系统、地域金融、中小企业金融

吉川 洋
（兼）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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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研究员（CF)

安桥 正人 产业组织、应用计量经济学、创新、亚洲经济

安藤 晴彦 有关新能源、3R与跨行业交流、风险企业的创新、 结构、知识产权制度和产业竞争力

青栁 智惠 国际经济、国际开发、国际金融

有马 纯 能源气候变化问题

浅井 祐哉 企业金融

海老原 史明 安全保障、经济增长、环境能源经济、行政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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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本 俊一 汇率变动和产业竞争力（国内空洞化）、企业的全球化展开与人力资源管理、内需增长率与企业收益的关系

江藤 学 技术管理、创新、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与标准化

藤井 敏彦 企业的社会性责任、政治游说、WTO体制(包含贸易规则在内的全部规则)、政策形成论

深野 弘行 核电安全及产业安全领域的政策史

福永 佳史 国际经济法、东盟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

福冈 功庆 产业政策、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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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结构改革

桥本 真吾 产业结构分析、财政分析、社会保障

秦 茂则 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政策、宏观经济、技术评价、汽车产业、气候变化、地域经济、业务重组、复兴

早藤 昌浩 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法、经济史

林 良造 信息产业政策、医疗政策、网络安全政策、东亚经济一体化、政策决策过程

久永 忠 通商政策、国际贸易论、经济增长论

细谷 佑二 产业集群与创新、中小企业论、地区产业政策、全球利基顶尖企业

池田 阳子 创新政策（创造新产业等）、规则形成（含标准化）、与欧洲的比较研究

井上 诚一郎 景气动向、经济政策、财政政策

石毛 博行 国际经济、产业、中小企业

石井 芳明 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革新政策

五十棲 浩二 人材培养、少子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社会监管与技术的关系

伊藤 公二 国际金融、贸易、中小企业

柏濑 健一郎 经济增长论、国际经济开发论、低生育率老龄化的经济学、宏观审慎政策

片冈 隆一 日本宏观经济、世界宏观经济、经济史、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

川崎 研一
经济模型分析（宏观计量模式、一般均衡应用模型）、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管制改革、景气周期、经济前景、宏观经济政
策的效果

木原 隆司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政策论

木下 祐子 海外直接投资、技术传播

喜多见 富太郎 地方政府改革、“新公共”论、外包法制

小林 庸平 公共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税、财政与社会保障

儿玉 直美 经济增长论、劳动经济学

小池 孝英 财政货币政策、人口减少下的政策效果、财政风险管理、未来不安与经济景气变化、循证决策、经济分析与行政机构

米谷 三以 通商法、投资法与其它国际经济法、国际行政法、竞争法

关 志雄 中国政治经济、其中特别关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

松永 明 经济增长论、国际贸易、产业政策

三浦 聪 商品市场论、产业组织政策、美国政治经济

三善 由幸 财政学、城市与地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住宅政策、基础设施政策

武藤 祥郎 都市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住宅与房地产经济

长町 大辅 社会资本完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论

中富 道隆 通商法与通商政策、国际经济、产业政策、知识产权

中泽 则夫 国际关系论、经济思想、证券分析

奈须野 太 就业与人才政策、企业法制、地球变暖问题

西垣 淳子 统治机构论、IoT、设计政策、工作生活平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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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冈 隆 社会保障（年金财政的思考方式、公私年金的方式、地域综合护理）

西立野 修平 国际经济学、交通经济学、日本经济

野原 谕 财政的可持续性、宏观经济运营

能见 利彦 创新政策、技术管理、产学合作、技术市场

野崎 佑子 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社会保障论

小泷 一彦 人力资本与生产率、房地产与金融

小川 诚 劳动经济、劳务管理、工作生活平衡、多样性

小黑 一正 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财政与社会保障）、经济增长论

奥田 岳庆 国际经济、社会保障政策

及川 景太 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时序分析

坂田 一郎 创新政策、经济增长论、技术管理、地域集群、开发经济

佐藤 仁志 国际经济学（贸易）、应用微观经济学

关口 训央 灾害后的复兴分析、供应链分析、贸易动向、物价动向

清水 玄彦 贝叶斯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時系列分析

清水 干治 国际宏观经济、贸易投资、社会保障・税、国际经济法、企业重整、个人信息保护、体育行政、文化振兴政策

清水谷 谕 家庭经济行为（消费与劳动）、老龄化经济学、数据构建

白石 重明 公共政策论、国际经济、服务经济、能源

杉山 晴治 地区产业振兴、提高企业生产率、信息产业政策、企业选址政策

住田 孝之 企业经营、创新、非财务信息（无形资产等）、包括能源在内的国际战略、监管与责任

高村 静 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动、企業金融、男女共同参与

竹上 嗣郎
产业技术行政（产学合作、医工协作、研究开发管理）、资源能源行政（新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安全保障贸易管理行政

（出口管理、技术信息管理）、地域经济产业行政（地域产业振兴、企业选址、国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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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能源政策、男女共同参与

谷泽 厚志 贸易政策、谈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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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田 广和 循证政策、行为经济、Entrepreneurship、地方经济

上丸 敦仁 创新政策、行为经济学、开发经济学、循证决策

上野 透 中小企业政策、搞活地区政策、观光政策、创业者教育等

山田 正人 工作生活平衡、男女共同参与、雇用法制、知识产政策、少子化、消费者法、地域经济

八代 尚光 国际经济、技术进步与创新、中国经济、宏观经济

吉田 雅彦 开放创新、网络、集群、实地考察

吉田 亮平 宏观经济学、日本经济、金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

客座研究员（VF)

孟 健军 开发经济、产业开发、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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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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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SA）、高级研究顾问（SRA）

高级顾问（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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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顾问（SA）

吉川 洋（立正大学经济系 教授）

若杉 隆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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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研究顾问（SRA）

伊藤 隆敏（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兼）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特别教授）

根津 利三郎（前株式会社富士通总研 经济学者）

深尾 光洋（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 教授）

（按日语50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2017年3月底）

研究项目主任（PD）

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制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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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为了

确保评估的效果，积极听取下列各位外部有识之士的意见。 

（省略敬称，截至2017年3月底）

外部咨询委员会

本委员会由大学、研究机构等外部专家组成。旨在充实研究所的研究活动，

检验研究的进展状况、效率以及在政策中的反映度等。 

黑田 昌裕（庆应义塾大学 名誉教授） 

Dale W. JORGENSON（哈佛大学 教授）

橘木 俊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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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底）

（省略敬称，截至2017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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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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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主任 研究项目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 教授 小林 庆一郎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富浦 英一 贸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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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大桥 弘 产业前沿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深尾 京司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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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ETI 所長、 CRO 矢野 诚 （代主任） 法律与经济 

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武田 晴人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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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特别顾问、顾问

高级顾问

高级研究顾问

研究项目主任

所　长

副所长

理　事

内部监查室

监　事

总务部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研究部

研究调整部部长

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研究调整）

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政策史）

研究调整部副部长

研究支援主管

研究管理主管

定量分析与数据主管

政策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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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副部长

成果普及策划主管

会议事务主管

国际事务主管

宣传、编辑主管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部长

网页制作及编辑主管

总务部副部长

一般行政

信息公开与内部控制主管

后勤主管

财务主管

信息系统主管

总务部部长

人事劳动主管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截至2017年3月底）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16/4 -- 2017/3




	00
	001
	p01_RIETI_CN_ごあいさつ_低
	p02_06_RIETI_CN_活動概要_低
	p07_RIETI_研究活動_扉_低
	p08_09_RIETI_CN_研究プロジェリスト_低
	リエティ中国版_P10_60_低解像度
	p61_RIETI_発信活動_扉_低
	p62_64_RIETI_出版_W_広報_低
	リエティ中国版_P65_78_低解像度
	p79_83_RIETI_CN_フェローリスト_低
	p84_RIETI_組織解説_低
	P85
	P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