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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览

RIETI： 独立行政法人 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 经济产业省
CRO:  首席研究员
SA:  高级顾问
SRA： 高级研究顾问
PD： 研究项目主任
SF： 高级研究员
F： 研究员
FF： 教职研究员
CF： 顾问研究员
VF： 客座研究员
VS： 访问学者
RC： 研究调整主任
RAs：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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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进行基于证据的
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并利用霞关的地理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与政府
决策部门、学术研究界及产业界合作的互动效应，提供与经济、产业及
社会相关的各种政策建议，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RIETI 根据政策需求设定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鼓励研究人员在总
体框架之中开展自由研究，同时将不同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研
讨会等形式积极吸收有识之士和相关人员的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的
互动效果，以活跃的政策提案促进政策讨论和决策工作。为了让以上述
多种方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效普及并作为政策建议，研究所积极利用网
站、宣传杂志、出版物等多种方法进行宣传。并且，为了实现灵活的跨
学科研究体制，除了专职研究员，还聘任了大学教授兼职的教职研究员、
隶属于行政机关但同时参加研究活动的顾问研究员等多种形式的研究员。
　　2017 年度为第四期中期目标的第二年度。RIETI 设置了九个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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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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致辞
	 2017 年度，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环境下出现了良好的进展。企业业绩创出新高，
设备投资也实现增长。此外，工资也缓慢上涨，拉动了消费。
	 另一方面，经济依然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工资上涨仍然不及企业收益的增加就是其
中之一。究其原因，虽然劳动供求关系更为紧张，但工资相对较低的非正式员工占劳动人口
比例并没有减少，女性及老年人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另外还应指出，就业正在从生产率相
对较高的制造业转向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
	 鉴于这种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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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取得工作
生活平衡，并通过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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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政策智库，为促进经济产业政策的形成开展理论性和实践性研究，为循证决
策提供建议，同时通过研讨会、讲座及网站等方式积极发布研究成果。从 2016 年 4 月起，
我们以“培养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让日本成为创造革新的国家”、“走出人口减少的
困境”为出发点开始了第四期中期目标。
	 2017 年是第四期中期目标的第二年，我们在经济金融、人力资本、贸易政策、生产率
等领域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并就“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跨境并购”、“循证决策（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及劳动方式改革等课题多次举办研讨会、讲座和讨论会。
	 国内外经济正在发生巨变，反全球化的动向也在不断扩大，AI 时代的到来急需高端人才，
在这种形势下，RIETI 作为政策智库，今年将继续致力于在广泛领域紧跟形势收获并发布研
究成果。

2018 年 5 月　理事长　中岛 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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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开始的第四期中期目标期间，鉴于伴随低生育率老龄化而来的人口减少
日益严重、技术革新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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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
	Ⅱ .	 让日本成为创造革新的国家
	Ⅲ .	 走出人口减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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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今年 4月我们成立了推进循证决策（EBPM）的课题小组。近年来，循证决
策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政府的方针。RIETI 也为从本年度开展研究活动聘请相关专业的研
究员，做好了准备工作。作为研究的一环，我们去年还举办了研讨会，盛况空前，大家深切
感到循证决策的重要性在日本也日益高涨。RIETI 决心为今后日益重要的循证决策的推进贡
献力量。
	 作为国际性经济政策研究的智库，RIETI 充分发挥自身的下述三大优势，今后继续倾尽
全力推进研究。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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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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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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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所長　矢野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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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是第四期中期计划（2016―2019 年度）的第二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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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我们根据这一使命，完善了以 9 个研究项目为核心的研究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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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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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布研
究成果。
　　下面我们介绍 2017 年度 RIETI 的研究和信息发布活动。　　　　　　　　　　　　　　　　(※ 文中的职务为当时的情况 )

2017 年度活动概要

1  研究活动

	 我们开展了基于 9个研究项目的研究活动及超出这些
项目范畴的领域和复合领域的研究活动（即“特定研究”）。

	 为根据政策需求开展研究，我们在研究立项的阶段就
与制定政策当局交换了意见，并由包括 RIETI 理事长和副
所长在内的研究人员与政策当局就新政策的论点等交换意
见，以超出研究课题框架的形式提供了专业知识见解。
	 此外，为提高研究内容的质量，我们不仅在研究所内
部展开讨论，还把重点放在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及政策当局

参与进行深入讨论上。具体来说，在研究立项时，我们召
开了集思广益讨论会（BSWS），对研究计划进行讨论，在
最后阶段，论文初稿完成时再召开讨论会，参会者进行意
见交换和探讨。除此之外，我们还邀请国内外的研究人员
举办讨论会，深入探讨专业问题。
	 在研究成果方面，我们发表了 148 篇理论性、分析性
和实证性的研究论文（DP：工作论文），27 篇与当前面临
的各种政策课题紧密相关的即时性论文（PDP：政策论文），
共计 175 篇论文。为了让研究成果更好地与政策立案相结
合，我们还根据分析结果撰写、发表了论文摘要作为工作
论文的附件，尽量简明易懂地传达研究论文的政策意义。
	 为提高在国际上的评价，我们共有 46 篇论文刊登在需
要经过审查的英文学术刊物或专业书籍中，另有 1篇论文
预定刊登在排名世界前 5 的顶级权威经济专业杂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这表明RIETI 的学
术研究水平受到了高度评价。
	 此外，在《中小企业白皮书》中，我们关于多样化人
才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小企
业的生产率和创业活动的研究成果；在《通商白皮书》中，
我们关于间接贸易作用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
成果等等都被引用，对多个白皮书和审议会资料产生了影
响。RIETI 提供的贸易数据库（RIETI-TID）、日本产业生
产率数据库（JIP 数据库）、各都道府县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R-JIP 数据库）等也都得到了运用。

研究项目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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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Ⅱ 贸易投资 富浦 英一 FF 7

Ⅲ 地区经济 滨口 伸明 FF 11

Ⅳ 创新 长冈 贞男 FF 8

Ⅴ 产业前沿 大桥 弘 FF 12

Ⅵ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5

Ⅶ 人力资本 鹤 光太郎 FF 7

Ⅷ 法律与经济 矢野 诚 所长、CRO（研究项目代主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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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研究课题总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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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宣传活动

　　在充分利用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RIETI 作为邀请国
内外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重要政策课题的平台，举办了 17
次公开研讨会和讲座。

  （１）普及成果

	 为了广泛推广各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活跃讨论环境，
我们在 2017 年度举办了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振兴地方、循
证决策（EBPM）等题目的研讨会和讲座。

RIETI 国际研讨会

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 ：亚洲经济的现在与未来
2017 年 8 月 1 日

	 本次研讨会参照了前一天召开的第 4次 Asia	KLEMS
国际会议的成果，前半部分由哈佛大学教授戴尔 · 乔根森
（Dale	Jorgenson）和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主
任理查德 · 博尔德文（Richard	Baldwin）围绕以安倍经
济学第二阶段为中心的日本增长战略、以及 IT 与新型全球
化带来的经济差距的世界规模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
分别发表了讲演。后半部分的嘉宾讨论由 7位嘉宾从全球
化和生产率的观点，分析了亚洲经济的现状，并展望了未来。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80101/info.html

北陆 AJEC、经济产业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福井县立大学 联合
研讨会 

北陆地区振兴与国际化和创新——如何将世界经济
的发展引入地区经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RIETI、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
福井县立大学、北陆AJEC 等 4家机构从 2015 年开始实施
了关于“北陆地方振兴与国际化及创新”的合作研究，结
果表明，虽然北陆地区的企业国际化率高于其他各地区，
但是并没有充分受益。在本次研讨会上，为了让北陆经济
搭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顺风车，与会者在明确了地方的现状
与课题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探讨了为推进国际化和创新应
采取的措施。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13001/info.html

RIETI EBPM 政策研讨会

为推进循证决策的政策立案
2017 年 12 月 19 日

	 在物联网（IoT）迅猛发展，积累了庞大的数据的情况
下，人们对循证决策（EBPM）的关注不断高涨。在欧美
各国，循证决策的运用日益活跃，而日本政府大幅落后于
欧美，终于在 2017 年 5 月决定推进循证决策。RIETI 于
2018 年度成立了推进循证决策研究的课题小组，除了以往
从学术观点研究循证决策外，还决定加强与政策直接挂钩
的循证决策研究。在本次研讨会上，各机构的专家在介绍
国内外的事例的同时，就如何在日本普及和运用循证决策
交换了意见。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21901/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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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次 RIETI 重点课题讨论会

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和市场的现状与展望——根据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伊藤 新（RIETI F)
深尾 光洋（RIETI SRA，武藏野大学经济系 教授）

2017 年 7 月 11 日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71101/info.html

  （２）国际化业务

	 RIETI 通过与世界各种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交流，
针对全球性的课题和当前紧迫的课题加强国际合作。我们
于 2018 年 3 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邀请了三
位经济学家，围绕国际经济面临的长期增长和长期停滞问
题举办了讨论会。RIETI 从 2007 年开始就与欧洲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机构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积极开展研究交流，2018 年 2 月在伦敦以
Science	and	Innovation 为题举办了国际讨论会。从
2012 年起，RIETI 在 CEPR 开设的政策门户网站 VoxEU.
org 上刊登自己的专栏文章等，同时在 RIETI 的网站刊登
VoxEU.org 关于经济民族主义和金融民主化等适时性专栏
文章（2017 年度互相转载了 47 篇）。
	 关于备受关注的新保护主义下的贸易问题，我们于 10
月与台湾经济研究院（TIER）和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
的专家集结于韩国，举办了讨论会。此外，在 TPP11 协定
签署后一周之际，及时举办了研讨会，与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澳日研究中心（ANU	AJRC）的学者围绕日本和澳大利
亚在保护主义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如何成为亚太地区带头人
进行了探讨。

	 此外，我们还从国外研究机构聘请研究员，与外国研
究人员一起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国际讨论会等，开展国际合
作。

2017 年 10 月 19 日
TIER-RIETI-KIET 工作研讨会

RIETI-ANU 研讨会

日本与澳洲——做不确定性时代亚太地区的带头人
2018 年 3 月 15 日

	 日本与澳大利亚是 TPP和 RCEP 谈判的重要成员，在
保卫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立场上利弊关系是一致的。实施什
么样的战略才能够保证既开放又基于规则的贸易投资体系
呢？面对这一问题，在刚刚签署了 TPP11 协定之后举办的
本次研讨会上，日澳关系专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知日派
专家、RIETI 研究员及负责日澳贸易政策的官员聚集一堂，
围绕如何在亚太地区制定高质量贸易投资规则、日澳两国
如何发挥带头人作用的课题，探讨了战略方法。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1501/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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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与经济产业省携手合作

	 2017 年度，我们围绕第四次产业革命等重要政策课题，
与经济产业省的政策当局共同举办了研讨会。

METI-RIETI 政策研讨会

新产业结构愿景——日本在构建新经济社会体系中
的战略与课题
2017 年 8 月 23 日

	 经济产业省于今年 5月底制定了“新产业结构愿景”，
旨在通过以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AI）、机器
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来解决结构性课题，促进经济增长，
实现更富裕的社会。其中提出了中长期路线图和具体战略。
本次研讨会以加强危机意识、提升竞争力为目的，RIETI
的专家和制定“愿景”的新产业结构分会的成员抽选出了
日本建立新经济社会体系的战略和课题，并交换了意见。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82301/info.html

METI-RIETI 政策研讨会

跨国并购 ：收购海外企业的课题以及如何攻克这些
难题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近年来，日本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日益活跃，
鉴于此，经济产业省于 2017 年 8 月成立了“日本企业海外
并购研究会”。本次研讨会上，总结了该研究会的讨论内容
和 RIETI 开展的研究课题“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的研
究成果，学术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人员等有识之士交换了
意见。在主题演讲中，RIETI 教职研究员宫岛英昭指出了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公司本身发展壮大的重要性，日本电产

株式会社董事长兼总经理（CEO）永守重信阐述了伴随自
律性增长推进海外并购的重要性。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12901/info.html

METI JPO-RIETI 国际研讨会

解决围绕标准必要专利的纷争 
-Licensing 5G SEPs-
2018 年 3 月 13 日

	 使用标准必要专利（SEP）的通信技术领域迎来了 IoT
和 5G（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时代，不同行业之间进行
专利授权谈判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对规则和费用率等的认
知出现分歧浮出水面，出现了新课题。
	 RIETI 与着手制定防止并圆满解决标准必要专利纠纷
指针的专利厅共同举办了研讨会，RIETI 长冈贞男和铃木
将文两位教职研究员、司法界人士、实务专家等国内外有
识之士汇聚一堂，汇报并讨论了围绕 SEP的各种重要论点。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1301/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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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BBL 论坛（Brown Bag Lunch Seminar）

	 RIETI 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以及欧洲国家驻日大使、产
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企业家等，利用午休时间
前来演讲，除了 RIETI 的研究成果，还围绕备受关注的大
选后的欧洲形势和提高服务产业生产率等问题，为促进研
究和各中央政府机关制定政策拟定了多个题目，举办了 38
次讲座，并为政策制定人员、学术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
等与会者提供了讨论的平台。(参见 P80	BBL 论坛）

原因与结果的经济学
中室 牧子

（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 准教授兼政策媒体研究科 委员）

2017 年 4 月 6 日

Energy Markets: What to do when forecasting 
is useless
Robert S. PINDYCK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 教授）

2017 年 5 月 17 日

Brexit: Recent Developments——The EEA Option
Carl BAUDENBACHER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法院 院长）

2017 年 8 月 30 日

联邦议会选举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政策的方向性
Wolfgang TIEFENSEE

（德国图林根州 经济科学数字社会大臣）

Hans Carl VON WERTHERN（德国 驻日本大使）
2017 年 10 月 3 日

内外经济与货币政策 ：低利率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门间 一夫

（瑞穗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 执行经济学家）

2017 年 10 月 4 日

为实现餐饮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菊地 隆夫

（ROYAL HOLDINGS Co.,Lt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17 年 12 月 13 日

法国在欧洲改革上的新意向
Laurent PIC（法国 驻日本大使）
2018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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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方式的男女不平等 
理论与实证分析
山口 一男（VF） 著

Macro-Econophysics: 
New Studies on Economic 
Networks and Synchronization
AOYAMA Hideaki (FF), FUJIWARA Yoshi, 
IKEDA Yuichi, IYETOMI Hiroshi, 
SOUMA Wataru, YOSHIKAWA Hiroshi (FF) 著

北陆地区的振兴与国际化和创新
丸屋 丰二郎、滨口 伸明（PD、FF）、
熊谷 聪、白又 秀治  编著

中小企业试行了物联网
通过不断摸索获得的引进 IoT 的经验
岩本 晃一（SF）、井上 雄介  编著

日本人事制度的科学化　
根据因果推论活用数据
大湾 秀雄（FF） 著

复兴的空间经济学　
——人口减少时代的地方振兴
藤田 昌久、滨口 伸明（PD、FF）、
龟山 嘉大 著

地方金融机构在实现地方振兴中的
作用
家森 信善（FF）编著

  （５）出版物

	 2017 年度作为RIETI 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七册书籍。（参见 P64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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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以季刊形式发行了介绍 RIETI 主要活动的宣传杂志
《RIETI	Highlight》，并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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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第四
次工业革命、EBPM、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日本企
业走向全球等。此外，在专刊中还介绍了 2017 年度 R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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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6 各种宣
传资料）

  （7）网站

	 在 RIETI 的网站由日文、英文和中文三国语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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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读者高度关注的主题有 IoT、劳动方式改革、
提高生产率、EB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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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5 网站）

季刊（日文版）

专刊（英文版）

网站 (https://www.rieti.go.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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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

研究课题一览

 Ⅰ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
 Ⅱ 贸易投资 ●
 Ⅲ 地区经济 ●
 Ⅳ 创新 ●
 Ⅴ 产业前沿 ●
 Ⅵ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
 Ⅶ 人力资本 ●
 Ⅷ 法律与经济 ●
 Ⅸ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
 SP 特定研究 ●

研究论文

工作论文（DP）
政策论文（PDP）

经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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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研 究 课 题 一 览
研究项目Ⅰ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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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庆一郎 FF 12
Ⅰ-2 少子老龄化进展中的财政与社会保障政策 北尾 早雾 FF 12
Ⅰ-3 低增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 藤原 一平  FF 12
Ⅰ-4 汇率和国际货币 小川 英治 FF 13
Ⅰ-5 关于日本与中国护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分析 殷 婷 F 13
Ⅰ-6 探讨立足于循证医疗的医疗费优化措施与健康经营的方式 绳田 和满 FF 13
Ⅰ-7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Ⅰ） Willem THORBECKE SF 14
Ⅰ-8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Ⅱ） Willem THORBECKE SF 14

研究项目Ⅱ  贸易投资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Ⅱ-1 关于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全球行为的实证分析 富浦 英一 FF 16
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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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Ⅱ-3 关于全球性企业间网络的相关政策研究 户堂 康之 FF 17
Ⅱ-4 有关贸易自由化政策效果的研究 ：使用 90 年代以后日本的相关微观数据进行分析 浦田 秀次郎 FF 17
Ⅱ-5 离岸外包的分析 石川 城太 FF 17
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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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 IV 期） 川濑 刚志 FF 18

研究项目 Ⅲ  地区经济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Ⅲ -1 在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的研究 滨口 伸明 FF 20
Ⅲ -2 组织间网络的动态与地理空间 齐藤 有希子 SF 20
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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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Ⅲ -4 固定资产税的经济财政效果与改革的方向 佐藤 主光 FF 21
Ⅲ -5 有关紧凑城市的实证研究 近藤 惠介 F 22
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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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Ⅲ -7 强化创新的地区经济结构与城市的进化 中村 良平 FF 22
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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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Ⅲ -9 关于城市内的经济活动与地区间经济活动的空间经济分析 田渊 隆俊 FF 23
Ⅲ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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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Ⅲ - 11 地方经济与作为地方合作核心的地方金融机构的作用 家森 信善 FF 24

研究项目 Ⅳ  创新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Ⅳ -1 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 长冈 贞男 FF 25
Ⅳ -2 创新政策的新领域 ：来自微观数据的依据 长冈 贞男 FF 25
Ⅳ -3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 山内 勇 RA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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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Ⅳ -5 IoT 带来的生产率革命 岩本 晃一 SF 26
Ⅳ -6 关于企业数据管理及有效利用的实证研究 渡部 俊也 FF 27
Ⅳ -7 关于 IoT 的发展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 元桥 一之 FF 27
Ⅳ -8 高科技创业的创造与发展 本庄 裕司 FF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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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Ⅴ   产业前沿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Ⅴ-1 有关产业组织的基础性政策研究 大桥 弘 FF 29
Ⅴ-2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研究 田中 诚  FF 29
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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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Ⅴ-4 商品市场的经济与金融分析 大桥 和彦 FF 30
Ⅴ-5 经济主体间的异质性与经济增长 吉川 洋 FF 31
Ⅴ-6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植杉 威一郎 FF 31
Ⅴ-7 为进行产业分析的新指标开发与 EBPM 分析 ：以服务业为中心 小西 叶子 SF 32
Ⅴ-8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滨 升 FF 32
Ⅴ-9 生产率差距与产业竞争力 野村 浩二 FF 32
Ⅴ- 10 日本的农政思想史与农业的结构改革 山下 一仁 SF 32
Ⅴ- 11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马奈木 俊介 FF 33
Ⅴ- 12 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动态的影响以及对各种课题的应对的分析 马奈木 俊介 FF 33

研究项目 Ⅵ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Ⅵ -1 东亚产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35
Ⅵ -2 关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微观实证分析 细野 薰 FF 36
Ⅵ -3 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研究 宫川 努 FF 36
Ⅵ -4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各地区、各产业生产率分析与地区间分工 德井 丞次 FF 36
Ⅵ -5 有关医疗与教育服务产业的资源配置的改善和提高生产率 乾 友彦 FF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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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Ⅶ -2 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向全民参加型劳动市场发展 川口 大司 FF 38
Ⅶ -3 日本企业的人才利用与能力开发的变化 樋口 美雄 FF 39
Ⅶ -4 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的研究 山本 勋 FF 39
Ⅶ -5 为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行就业体系改革 大湾 秀雄 FF 39
Ⅶ -6 为实现日本经济增长与提高生产率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40
Ⅶ -7 有关在日外国人的就业、移民以及家庭的实证研究 刘 洋 F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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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木 將文 FF 41
Ⅷ -2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 宫岛 英昭 FF 42
Ⅷ -3 有关市场质量的法学和经济学的循证研究 古川 雄一 FF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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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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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Ⅸ -3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冈崎 哲二 FF 44
Ⅸ -4 日本循证政策的推进 山口 一男 VF 44

Special Projects  SP  特定研究
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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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P-2 完善并有效利用 RIETI 数据 五十里 宽 SF 45
S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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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P-4 关于社会保障的中长期课题的应对 小盐 隆士 FF 46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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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Ⅰ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研究项目主任

小林 庆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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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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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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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 研究课题介绍 ● 

Ⅰ- 1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 ：微观、宏观、
政治思想的研究
课题主任
小林 庆一郎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2 月 11 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就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安倍经
济学的第三支箭）的课题，从微观、宏观、政治思想等各
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
	 在微观方面，根据企业治理方式对生产率产生影响这
一假说，设想通过投资者与企业关系（投资链）的改革，
实现有效的股权治理。
	 在宏观方面，针对日本以及欧美急速蔓延的长期停滞
理论（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使用宏观经济
理论的方法进行分析，探讨日本以及欧美各国经济增长的
长期性未来路线的含意。
	 在政治思想方面，在政治学框架下考察超越世代的时
间轴的政治性决策。
	

Ⅰ- 2
少子老龄化进展中的财政与社会保障政策
课题主任
北尾 早雾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6 月 20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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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生命周期中的微观个人决策为基础，
构建宏观经济模型，对少子老龄化的进展对经济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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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方式，并把微观数据及详细
的制度放入模型，对由于政策不同而带来的对宏观经济及
个人保障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	

Ⅰ- 3
低增长下的财政货币政策
课题主任
藤原 一平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9 月 5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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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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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4
汇率和国际货币
课题主任
小川 英治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延续 2015-16 年设置的“汇率和国际货
币”研究会的内容，并展开更具发展性的研究。具体来讲，
为对经济产业政策带来广泛的政策影响，设定“汇率与货
币的分析”、“结算货币与汇率传递的分析”、“经常账户与
贸易结构的宏观分析”三个研究主题。此外，通过公布
AMU（亚洲货币单位）和AMU偏差指标以及包含日本在
内的世界 18 个国家的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数据、发表
RIETI	Discussion	Paper、在经评审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
文、召开工作研讨会、在国内外学会报告成果等方式向外
界发布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IWEP-CESSA Joint Workshop
“Issues over Currency and Exchange Rate: Empirical 

Studies on China and Japan” (2017/12/1)　　    参见 P.77

Ⅰ- 5
关于日本与中国护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
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
殷 婷 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24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日本已经跨入举世罕见的超老龄社会，面临诸多新的
课题。其中提高护理产业的生产率是极为重要的政策课题。
此外，邻邦中国在护理服务方面存在巨大潜在需求，人们
对护理也日益重视起来。为此，向中国出输出迄今积累的
护理服务的经验是绝好的时机。本研究课题利用可供使用
的现有数据，针对详细而庞大的个人、家庭以及设施信息
构筑适合日本和中国的模型，并加以推算，分别建立有关
中日护理产业的数据库，在掌握两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从经济的观点展开一系列的实证分析。第一，建立关于日
本护理设施的综合性数据库，推算涵盖质量的输出函数、
进行有关质量本身的分析、有关费用的分析以及为改善质
量报酬上的激励机制是否有助于改善输出等效率分析。此
外，使用其他产业的数据，通过与护理产业的比较分析，
弄清两者的不同，在增长行业的政策支援方式以及创造就
业等方面提供政策建议。第二，通过互联网调查构建联合
数据，弄清日中护理服务内容与费用设定等需求方的实际
情况和不同点，为针对目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
提供怎样的护理服务、日本的护理产业应该如何参与其中
等问题提供答案。

Ⅰ- 6
探讨立足于循证医疗的医疗费优化措施与
健康经营的方式
课题主任
绳田 和满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8 月 7 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在进行有关医疗和健康的各种行为（医疗行为、检查、
增进健康的各种活动等）时，不仅需要专家的意见和主观
经验，循证医疗（EBM），即尊重依靠可信的数据和恰当的
分析方法得出的证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本研究课题，
立足于循证医疗（EBM），探讨在不损害人们健康的情况下
的医疗费优化措施，同时探讨有据可依的有效健康经营方
式。此外，还将开展有关改善心理健康和维持老龄人群认
知功能的适当举措的研究。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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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7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 Ⅰ )
课题主任
Willem THORBECKE  SF
实施期间 ：2015 年 10 月 14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以东亚为中心出现了复杂的价值链。本课题主要对日
本、中国、韩国、东盟、美国及其它国家在生产网络内做
出的贡献进行调查。
	 在进行研究时，具体问题如下：（1）日本的出口结构
在时间变化的同时呈现了什么样的发展，在 2007 年世界金
融危机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汇率的变化、世界
其它地域的经济活动、政治考量以及其它原因对亚洲各国
及其它国家的出口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3）中国经济
的停滞对亚洲各国及其它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4）
日本从其它产业经济政策中学到了什么？ ;（5）东亚及东
南亚各国在什么程度上作为盟友在生产网络中合作，又在
什么程度上作为竞争对手在第三市场上出口相似产品？ ;
（6）来自日本、韩国、台湾、中国、东盟的出口得到了怎
样的提高？这些国家生产出了多少接近最先进技术的产品，
如何对提高比较优势做出了贡献？ ;（7）在日本、亚洲及
其它国家，什么样的政策促进了增长与稳定？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xchange Rates and the Swiss Economy (Willem 

THORBECKE and KATO Atsuyuki) DP 17-E-064
● The Effect of the Fed'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 on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illem THORBECKE)                
DP 17-E-097

● Exposure of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Exchange Rates (Willem THORBECKE) DP 18-E-005

Ⅰ- 8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 Ⅱ )
课题主任
Willem THORBECKE  SF
实施期间 ：2018 年 2 月 1 日～ 2020 年 1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研究以东亚为中心出现的错综复杂的价值
链网络中，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各国以及美国所发挥
的作用。
　　具体开展下述研究：
(1）	 汇率变化、亚洲区域以外的经济活动、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等要素对亚洲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带来怎样
的影响。

(2）	 中国的崛起对亚洲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
(3）	 各国如何完成产品的升级换代。
(4）	 更为复杂的产品的出口与其他产品的出口相比较，受

汇率变化的影响是否较小。
(5)		 日本与东亚如何才能化解威胁世界贸易体系的保护主

义压力。
(6）	 东亚与东南亚各国在怎样的程度上作为“盟友”在生

产网络内部展开合作，在怎样的程度上向第三市场出
口类似产品展开“竞争”。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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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韩国、台湾、中国、东盟各国的出口商品的高
级程度，这些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尖端技术，如何
提高其比较优势。

(8）	 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促进日本、亚洲以及其他国家的经
济增长与稳定。

(9）	 地区内价值链的崛起、中国经济等因素对世界各国的
通胀以及各国央行通胀目标的实现能力产生怎样的影
响。

(10）	从上述问题的解答能够获得怎样的政策性效果。

	
属于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
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 属于 2016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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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期间 ：2014 年 5 月 27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Fiscal Forward Guidance: A case for selective 

transparency (FUJIWARA Ippei and WAKI Yuichiro )    
DP 17-E-087

有关企业所得税归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
土居 丈朗 FF
实施期间 ：2014 年 6 月 2 日～ 2016 年 8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日本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课税归属的动态分析——外形

标准课税扩大的效果 ( 土居 丈朗 )  DP 17-J-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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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期间 ：2015 年 5 月 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Quantifying Health Shocks over the Life Cycle (FUKAI 

Taiyo, ICHIMURA Hidehiko and KANAZAWA Kyogo)   
DP 18-E-014

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 ：中长期性关联
课题主任
植田 健一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6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Alexander MONGE-NARANJO and UEDA Kenichi)      
DP 17-E-067

宏观经济与少子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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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Ⅱ 贸易投资
研究项目主任

富浦 英一

Ⅱ- 1
关于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全球行为的实证
分析
课题主任
富浦 英一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5 月 22 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利用相关数据对企业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和普
及之中如何开展全球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跨境数据
的移动虽然十分重要，但是有关其真实情况迄今尚有不明
之处，为此，本研究通过对日本企业的调查，尝试掌握跨
境数据移动的实际情况。此外，还利用企业数据，对出口、
海外直接投资、海外外包、企业内贸易、贸易中介等多种
多样的全球活动的相互作用、信息成本等的影响加以分析。

Ⅱ- 2
不确定的日本经济中企业的国内经营与国
际化研究
课题主任
张 红咏 F
实施期间 ：2016 年 6 月 20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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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Uncertainty,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HEN Cheng, SENGA 
Tatsuro, SUN Chang and ZHANG Hongyong)                
DP 18-E-010

研讨会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on 

the U.S. Labor Market: A value-chain perspective” 
(2017/9/5)                               　　　　　　                  参见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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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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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3
关于全球性企业间网络的相关政策研究
课题主任
户堂 康之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1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使用涵盖世界众多企业的大型企业层面数
据，针对全球性企业间网络，尤其是供应链、资本所有、
合作研究网络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和韧性，网络相关的哪
些政策对经济具有实效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课题的特长
在于通过经济学专家、理科系的网络专家以及模拟分析专
家、政策制定人员相互合作，有效利用大型数据，对政策
实务进行更具参考价值的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WINPEC-RIETI Workshop
“201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World and Asian 

Economy -The 5th Tokyo Network Workshop-”                  
(2018/3/2)                                　　　　　　                  参见 P.79

Ⅱ- 4
有关贸易自由化政策效果的研究 ：使用 90
年代以后日本的相关微观数据进行分析 
课题主任
浦田 秀次郎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10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广泛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日本经
济的影响，为日本政府推进贸易自由化政策提供有益的信
息。近年来，在日本循证政策建言受到重视，然而，令人
震惊的是，目前还几乎没有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降低
关税率的经济效果。本研究课题在分析 1990 年代最惠国税
率下降以及 2000 年代因经济合作协定而引进的特惠税率的
基础上，弄清这些政策对日本的贸易、消费者价格和生产
者价格、劳动市场的影响。

Ⅱ- 5
离岸外包的分析
课题主任
石川 城太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1 月 1 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离岸外包（海外直接投资与委托海外企业生产）在近
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离岸外包对国
内外的生产、就业、研究开发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弄清
其决定要素，可以提高预测伴随离岸外包出现的各种变化
的可能性，有助于适当的经济产业政策立案。
	 本研究课题以与离岸外包直接相关的几个重要调查项
目为例，在深入考察全球化的同时，研究离岸外包给经济
政策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助于日本今后的政策讨论和政策
立案。

Ⅱ- 6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

（第 Ⅲ 期）
课题主任
川濑 刚志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10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对国际经济法中的竞争中立性问题进行分
析。TPP谈判刚达成协议、在TTIP谈判中对国有企业（SOE）
制定的规则尚未完成，现有贸易、投资、竞争各领域的法
律框架规则，依然接受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在
上期研究课题的 2年间，提出了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为中心的中国 " 一带一路 " 构想、围绕优惠国企政
策的WTO争端、加入WTO协议书特例失效后对非市场
经济主体中国的倾销采取反制措施的争论、以及在日本国
内公正交易委员会关于以支援日本航空公司（JAL）为首的
政府支援企业再生及其竞争不公平性的讨论等，围绕更广
范围的"政府干预导致不公平竞争"议题出现了重要的进展。
对刚达成协议的 TPP 国企章节的分析与评价也是一个残留
课题。本研究根据上述情况，继续对政府干预对贸易投资
确保中立的现有规则的适用、制定新规则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另外，本研究课题还将继续对上期的WTO判例进行
研究。
	

贸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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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资源大国哈萨克斯坦——对国有企业引进了什么国际经济法

规则（Alisher UMIRDINOV）DP 17-J-029

● 对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 a 项 ii 款失效的意义与对策（梅島 修）DP 17-J-041

● 从马来西亚土著政策的语境看马来西亚官联企业（GLC）改
革（熊谷 聪）DP 17-J-055

● 中国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补助金 ：对存在软性预算制
约的验证（渡边 真理子）DP 17-J-058

● 通过国有企业促进出口与反补贴税（蓬田 守弘）                   
DP 17-J-059

● 可再生能源的固定价格采购制度的法律问题——投资协定仲
裁的争议（玉田 大）DP 17-J-060

● 越南国有钢铁企业的衰退与重组（川端 望）DP 17-J-066

● 通过贸易协定监管国有企业——商业性思考的概念的展开
（关根 豪政）DP 17-J-069

● 欧盟的国家补助限制的合法化原则及其意义的扩展（青柳 
由香）DP 17-J-070

● 欧盟的强制合并审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适用（武田 邦宣）
DP 18-J-001

● Vietnam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FUJITA Mai)       
DP 17-E-121

● Subsidies to Public Firms and Competition Modes 
under a Mixed Duopoly (HIGASHIDA Keisaku)              
DP 18-E-001

	

政策论文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⑰】秘鲁对农产品进口

征收附加税（DS457）——对可变关税制度及 WTO 协定与
地区贸易协定的关系的启示（川濑 刚志）PDP 17-P-016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⑱】印度关于太阳能电
池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的部分措施案（DS456）——政府采购、
GATT 第 20 条（d）号以及（j）号解释的进展（关根 豪政）
PDP 17-P-018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⑲】美国针对阿根廷产
动物、肉类及其他动物产品的进口措施案（DS447）——伴
随要求开放进口的审查手续的拖延与 SPS 协定的规则（石
川 义道）PDP 17-P-023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⑳】美国金枪鱼标签争
端执行确认程序（DS381/RW）——TBT 协定 2.1 条中正当
限制的区别与 calibration 概念（内记 香子） PDP 17-P-024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㉑】美国原产国标签案
执行确认程序（DS384/RW、386/RW）——TBT 协定 2.2
条解释框架的澄清（内记 香子）PDP 17-P-025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㉒】诉阿根廷金融服务
有关措施（DS453）——对不参与赋税信息交换的国家的歧
视与贸易服务协定（GATS）的规则（川岛 富士雄）          
PDP 17-P-028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㉓】关于哥伦比亚纺织
品、成衣和鞋类进口的复合关税案（WT/DS461/R, WT/
DS461/AB/R）——WTO 协定作为反洗钱对策的贸易措施的
整合性（伊藤 一赖）PDP 17-P-030

●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㉔】欧盟诉俄罗斯对欧
盟生猪、猪肉及其他猪肉产品的进口措施案（DS475）——
定义地区主义的 SPS 协议第 6 条规则内容的明确化（石川 
义道）PDP 17-P-034

Ⅱ- 7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

（第 Ⅳ 期）
课题主任
川瀬 剛志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2 月 18 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期研究课题的核心是数字贸易的多边规则是。互联
网如今已经成为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不可或缺的交易手段，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本身也如同商
品一样进行交易。由于数字经济的国际性扩展，制定保证
自由、无歧视的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当务之急。以往，贸易
规则的形成主要是在地区经济一体化（FTA/EPA）的背景
下发展起来的，最近人们重新认识到在WTO体制下制定
多边规则的必要性。鉴于这种情况，本研究课题调查分析
阻碍各国自由、无歧视的数字贸易壁垒，以在 FTA中形成
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研究为核心，开展多边数字贸易规
则形成的基础研究。
　　除此之外，本研究课题将继续前一期内容，开展经济
法中竞争中立性问题的研究以及WTO判例研究。

贸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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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度研究课题的
研究成果（其他）

■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政策论文
● 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是否为“共同繁荣”带来新的世界秩序？

（榎本 俊一）PDP 17-P-021

■ 属于 2016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关于 FTA 的研究
课题主任
浦田 秀次郎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6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FTA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case of the Japan-

Chile FTA (KUNO Arata, URATA Shujiro and YOKOTA 
Kazuhiko)  DP 17-E-091

● The Impact of FTAs on Procurement Behavior of 
Japanese Firms' Overseas Affiliates (URATA Shujiro 
and KATO Atsuyuki)  DP 17-E-113

关于企业国际与国内网络的研究
课题主任
户堂 康之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8 月 3 日～ 2017 年 1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企业间的合作研究网络能否从质量上提高创新的绩效？——

基于世界大型数据的国际比较（饭野 隆史、井上 宽康、齐
藤 有希子、户堂 康之）DP 17-J-034

关于日本企业的全球活动与交易网络的实证
分析
课题主任
富浦 英一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5 月 18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Global Sourcing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FURUSAWA Taiji, INUI Tomohiko, ITO Keiko and 
Heiwai TANG)  DP 18-E-004

关于中国市场与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
若杉 隆平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5 月 18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ZHANG 
Hongyong)  DP 17-E-092

贸易费用的分析
课题主任
石川 城太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27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Relationship Specificity, Market Thicknes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RA Tomohiro and FURUSAWA 
Taiji) DP 17-E-105

贸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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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Ⅲ 地区经济
研究项目主任

滨口 伸明

Ⅲ- 1
在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的
研究
课题主任
滨口 伸明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探讨今后 100 年间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对
于地区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三项课题，即：改变东京过度
集中的地区空间结构、因人口减少而出现不稳定的地方经
济的增韧、地方企业的国际化。在本课题中，研究人员将
基于经济产业研究所地区经济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尝试
深入与扩展。关于改变地区空间结构，分析通过提高人员
的流动性活跃创新与整合地区空间结构以及劳动的计算机
化（人工智能）带来大城市对人才培养与劳动方式的需求。
在地方经济增韧方面，就促进中小企业为防备遭遇大型灾
害引进业务连续性计划（BCP）的环境，聚焦与地方金融
机构的交易关系展开分析。在地方经济国际化方面，以九
州地区为例展开分析，弄清供应链以及构建与批发业的网
络、与亚洲的商务关系的现状。

Ⅲ- 2
组织间网络的动态与地理空间
课题主任
齐藤 有希子 SF
实施期间 ：2016 年 5 月 31 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组织间强有力的连接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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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间的连接分为企业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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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正在向全球化扩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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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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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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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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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The Dynamics of Inter-firm Networks and Firm 

Growth (FUJII Daisuke, SAITO Yukiko and SENGA 
Tatsuro)  DP 17-E-110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FUJII Daisuke)  DP 17-E-116

● Does Sales Factor Apportionment Benefit the Welfare 
of State? (MIYOSHI Yoshiyuki)  DP 17-E-124

	
政策论文
● 企业动态结构变化 ：从企业间网络与地理空间的观点来看（小

仓 义明、齐藤有希子）PDP 18-P-004

	
工作研讨会

“Dynamics of Inter-firm Network and Macro 
Fluctuation” (2018/2/26)　　　　　　　　　　  参见 P.79

Ⅲ- 3
为分析经济集群的空间样式和因素构建实
证框架
课题主任
森 知也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6 月 27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经济选址的典型形态是集群，本研究开发了统一实证
研究方法，在地图上找出这些集群、进行空间分布分析、
因素分析、不同经济活动之间发生的集群协调分析、以及
找出由此形成的相同的地区经济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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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创造型经济活动的空间
形态特点首次尝试系统的研究。由于地区经济圈的形成一
般都超越了行政区划的范围，因此可以期待在可持续地区
产业政策方面对广域合作的方向得出具体的启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Spatial Scale of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AKAMATSU Takashi, MORI Tomoya, OSAWA Minoru 
and TAKAYAMA Yuki) DP 17-E-125

Ⅲ- 4
固定资产税的经济财政效果与改革的方向
课题主任
佐藤 主光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6 月 27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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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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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5
有关紧凑城市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
近藤 惠介 F
实施期间 ：2017 年 9 月 19 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面临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老龄化问题，又迎
来了人口减少的新局面。在人口减少的社会中，如何在进
行高效财政运营的同时实现经济高增长成为重要的课题，
紧凑城市政策的必要性受到关注。在日本，迄今施行了以
城市紧凑化为目标的振兴城市中心地区的政策，需要对此
展开综合性政策评估。本研究课题针对迄今开展的振兴城
市中心地区政策等紧凑城市的相关课题使用家庭和企业的
个案数据进行定量评估，以提供更为有效的政策立案。
	

Ⅲ- 6
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进化与对地方振兴的
应用
课题主任
中村 良平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把迄今开发的地区经济结构分析在以下几个方
面进一步深化，让地区创生更具实效性。主要内容有，通
过服务业迁移开创地方经济、通过适用地区产业投入产出
模型来构思提高经济周期的对策、考察服务业迁移带来的
吸引人才向地方移居等。
（1）	 加强迁移能力的地方批发功能、地方商社的作用
（2）	 根据个案数据考察地域经济的溢出效应
（3）	 验证地区产业投入产出模型的消费内生化带来的地区

经济周期
（4）	 小地区产业投入产出表在就业波及效应模型中的应用
（5）	 人口动态与创造性服务的迁移效果
（6）	 地区产业结构的投资组合分析
（7）	 地区基础产业的辨别与乘数效果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地方振兴政策的经济效果分析 ：以将收入消费的回报结构纳

入考量的地区间产业投入产出模型为依据（石川 良文、中
村 良平）DP 17-J-061

● Wholesalers, Indirect Exports, Geography, and 
Economies of Scope: Evidence from firm transaction 
data in Japan (ITO Tadashi, NAKAMURA Ryohei and 
MORITA Manabu) DP 17-E-114

Ⅲ- 7
强化创新的地区经济结构与城市的进化
课题主任
中村 良平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0 月 2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改进地区经济结构分析模型，在前研究课
题有关批发业生产率的分析成果的基础上，就有关创新的
投入产出结构与城市发展（进化）的下述典型题目开展研究。
（1）依据经济基础模型的创新产业与职业的就业乘数分析
（2）	 涵盖基础产业的劳动异质性的地区间差异与人口（劳

动）分布的新经济地理（NEG）模拟分析
（3）	 可出口服务业的识别与创造创新的投入产出结构的发现
（4）	 涵盖地区经济周期的收入流与税收影响的地区投入产

出模型的一般化分析
（5）	 优化选址计划中人口和企业分布的动态与城市生产率

的变化
（6）	 经济基础模型中自组织性与城市进化的相关模拟
（7）	 制造业集聚与地方骨干商社功能的匹配以及生产率、

出口活动、范围的经济性
（8）	 关于人员的多样性与网络引发的创新可能性的验证

Ⅲ- 8
关于城市系统中贸易与劳动市场的空间
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
田渊 隆俊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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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要
	 城市经济，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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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融合与城市经济相关的经济
地理学、贸易论、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开发经济学
的研究成果，进而通过深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导出适
用的经济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Demographics, Immigration, and Market Size 

(FUKUMURA Koichi, NAGAMACHI Kohei, SATO 
Yasuhiro and YAMAMOTO Kazuhiro)  DP 17-E-103

●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Unemployment (MORITA Tadashi, OGAWA Yoshitomo 
and ONO Yoshiyasu)  DP 17-E-118

Tokyo Workshop on Spatial Economics 201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Economics” (2017/6/6)

                                                                                                  参见 P.73

国际研讨会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2017/6/7)                                                    参见 P.73

Ⅲ- 9
关于城市内的经济活动与地区间经济活动
的空间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
田渊 隆俊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0 月 2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城市、地方的经济与国际贸易和劳动市场密切相关。
在全球化、服务经济化、低生育率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分析城市和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要素。此外，对于
不同收入阶层、人种在空间上是集中还是分开选址的问题，
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展开分析，弄清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
发生各种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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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
学的研究成果的融合，引申出在厚生经济学上和社会上都
受到欢迎的地区政策。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Where Do the Rich Live in a Big City? (TABUCHI 

Takatoshi)  DP 18-E-020

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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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主任
家森 信善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6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课题对地区金融如何为提高地区的就业和收入做贡
献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从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地区创生
活动及提高其效果的观点，对地方政府及其他工商团体、
大学等学术组织等在金融方面携手合作的实态进行调查，
对担负地区金融重任的地区金融机构的行动对地区经济产
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为发挥地区金融功能而实施至今的
信用保证制度及加强金融功能（注入公共资金）的努力进
行分析，对包括统一经营等组织整编在内的金融机构自身
的治理问题进行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为振兴地方经济地区金融机关营业现场的现状与课题——

2017 年 RIETI 支行长问卷调查结果概要（家森 信善、相泽 朋
子、海野 晋悟、小川 光、尾崎 泰文、近藤 万峰、高久 贤也、
富村 圭、播磨谷 浩三、柳原 光芳）DP 17-J-044

● 地方银行的店铺网络与经营绩效（近藤 万峰）DP 17-J-045

● 注资对地方银行借贷行为的影响（永田 邦和）DP 17-J-046
● 地方金融机关的竞争环境对企业开业和歇业的影响（播磨谷 

浩三、尾崎 泰文）DP 17-J-047

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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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曼危机后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及其变化 ：保证制度及其与
宏观经济环境的关系（小冢 匡文）DP 17-J-054

● 验证地方经融机构经营者教育的效果——金泽信用金库的事
例（北野 友士）DP 17-J-056

● 合作组织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从全球
金融危机获取的教训（大熊 正哲）DP 17-J-064

● The Number of Bank Relationships and Bank Lending 
to New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in Japan 
(OGANE Yuta) DP 17-E-112

出版物
《地方金融机构在实现地方振兴中的作用》（家森 信善 编著）

中央经济社、2018 年 2 月

Ⅲ- 11
地方经济与作为地方合作核心的地方金融
机构的作用
课题主任
家森 信善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复兴地方经济，提高地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不可或缺，
这就要求地方金融机构与其他单位合作，提供支持。为此，
本研究课题不只着眼于金融机构个体，还将金融机构定位
为与各种地方单位（地方政府、商工会议所等工商团体以
及中小企业的税务会计师等专家集团）合作的核心，分析
地方金融机构为实现地方振兴与其他单位合作的现状与课
题。其中重点分析提高中小企业在遭遇自然灾害时的风险
管理能力以及地方金融机构的经营一体化等在政策上也受
到极大关注的问题。
	

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度研究课题的
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 2016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国际化、信息化新时代与地区经济
课题主任
滨口 伸明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8 月 4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Overseas Production Expansion and Domestic 

Transaction Networks (HAYAKAWA Kazunobu and 
MATSUURA Toshiyuki) DP 17-E-085

● The Pollution Outsourcing Hypothesis: An empirical 
test for Japan (Matthew A. COLE, Robert R.J. ELLIOTT, 
OKUBO Toshihiro and Liyun ZHANG) DP 17-E-096

● Does Foreign Ownership Explain Company Export and 
Innovation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Japan (OKUBO 
Toshihiro, Alexander F. WAGNER and YAMADA Kazuo) 
DP 17-E-099

政策论文
● 灾害复兴的空间经济分析（藤田 昌久、滨口 伸明、龟山 嘉大）

PDP 17-P-014

北陆 AJEC、经济产业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福井县立
大学 联合研讨会

“北陆地区振兴与国际化和创新——如何将世界经济的发展
引入地区经济”（2017/11/30）                                       参见 P.69

出版物
《北陆地区的振兴与国际化和创新》
（丸屋 丰二郎、滨口 伸明、熊谷 聪、白又 秀治 编著）

日本评论社、2017 年 9 月

《复兴的空间经济学——人口减少时代的地方振兴》
（藤田 昌久、滨口 伸明、龟山 嘉大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8 年 2 月

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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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Ⅳ 创新
研究项目主任

长冈 贞男

Ⅳ- 1
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其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
课题主任
长冈 贞男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28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把创新用于创造新知识和解决问题是创新的根本。本
研究课题从这一观点入手，对产业的创新能力及推进创新
的制度基础设施的应有方式进行研究。在有关产业创新能
力的研究中，对日美欧企业超越国境和组织并有效利用知
识、人才的情况进行比较。另外，在制度基础设施的研究中，
对知识财产公开制度的经济效果、日美专利权的价值测定、
产学合作的广泛观点（企业的科学吸收能力强化等）、技术
启动等进行研究。而且，在创新研究中还将实施为有效利
用AI（人工智能）的先行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To Support R&D or Linkages? Seeking a better policy 

mix for SME support (SUZUKI Jun) DP 17-E-098

● How does Graduate Education Affect Inventiv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undergraduates' choices 
during recessions (ONISHI Koichiro, NAGAOKA Sadao) 
DP 18-E-016

Ⅳ- 2
创新政策的新领域 ：来自微观数据的依据
课题主任
长冈 贞男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0 月 10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创造新知识并用于解决问题是创新的根本所在。为保
持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强化可持续创新能力。尤其
是运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吸收新科学，此外在
活用世界各国的知识的同时发挥自身的独创性变得更为重
要。从为构建提供支持的观点来看，也需要检查现有创新
政策。本研究课题从上述观点对日本产业的创新能力进行
验证的同时，综合挖掘以往课题小组成员在创新政策和制
度设计方面的知识，分析创新政策面临的新课题。

Ⅳ- 3
技术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业绩
课题主任
山内 勇 RAs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27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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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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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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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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nnovation Responses of Japanese Firms to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YAMASHITA Nobuaki and 
YAMAUCHI Isamu)  DP 17-E-126

Ⅳ- 4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 ：从文理结合的视点
来看
课题主任
中马 宏之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28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文理结合的视点对进入 21 世纪后
得到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然后，在此基础上，摸索在 ICT 时代到来时竞争力急剧下
降的半导体、生物产品和医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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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众所期待，但随着AI 时代
的到来，可以预测竞争力可能会出现同样的倾向并进一步
被减弱。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因科技进步而产生忧虑的背景分析 （户田 淳仁、中马 宏之、

林 晋、久米 功一）DP 17-J-049

● 何谓活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能力——有关自身改变能力与
对信息提供和劳动方式变化的态度的问卷调查分析 （久米 功
一、中马 宏之、林 晋、户田 淳仁）DP 17-J-053

● 从日美比较的观点看第 4 次工业革命中管理职位的作用 （户
田 淳仁、中马 宏之、林 晋、久米 功一）DP 17-J-062

政策论文
● AI/IoT 时代的人力资本理论再考 ：作为社会网络的人力资本

成为必须 （中马 宏之）PDP 17-P-015

● 从智能的角度考察人力资本 / 人的智力与神经形态型人工智
能 （中马 宏之、今井 正治、黑川 利明）PDP 17-P-031

● 从劳动、全球化的观点看人工智能与社会的未来 （林 晋）
PDP 17-P-033

Ⅳ- 5
IoT 带来的生产率革命
课题主任
岩本 晃一 SF
实施期间 ：2016 年 2 月 29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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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Data/IT 领域的业务时是基础、未来将继续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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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研究课题于 2017 年 4 月从产业前沿研究项目移至本
研究项目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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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随物联网出现的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的

竞争力强化（岩本 晃一、波多野 文）PDP 17-P-020

● IoT/AI 对就业的影响和社会政策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作用
（岩本 晃一、波多野 文）PDP 17-P-029

● 德国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为何成功实现全
球化（岩本 晃一）PDP 17-P-032

出版物
《中小企业试行了物联网  通过不断摸索获得的引进 IoT 的经验》
（岩本 晃一、井上 雄介 编著）

日刊工业新闻、2017 年 9 月

Ⅳ- 6
关于企业数据管理及有效利用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
渡部 俊也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8 月 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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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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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期待本研究为讨论以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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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程度上保存

着什么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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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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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7
关于 IoT 的发展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
元桥 一之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5 月 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物联网（IoT）让所有产品通过互联网互联互通，随着
这种技术的不断进步，现有产业结构框架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日本企业必须尽快从以往自身擅长的以“产品”为核
心的模式向提供“解决方案”的模式转变。而且在创新方面，
放弃自理原则，采用生态系统战略也非常重要。本研究为
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方式梳理概念，构建数据库，并推进
实证研究，为创新政策的企划立案提供循证基础。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nventor Name Disambiguation with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and Inventor Mobility in China 
(1985-2016) (YIN Deyun and MOTOHASHI Kazuyuki) 
DP 18-E-018

创新



属于创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
成果（其他）

■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政策论文
● 从北九州市响滩地区海上产业据点形成看日本海上风力的特

征（岩本 晃一）PDP 17-P-026

■上述之外的 2016 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关于日本式开放型创新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
元桥 一之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政策论文
● Survey of Big Data Use and Innovation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MOTOHASHI Kazuyuki)           
PDP 17-P-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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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8
高科技创业的创造与发展
课题主任
本庄 裕司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0 月 10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在 培 育 新 技 术 型 企 业（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	NTBFs）时，由于业务的不确定性，把与外部机构
合作纳入视野的启动生态系统变得十分重要。本研究课题
将弄清日本的高科技创业以及风险投资的实际状况，讨论
启动生态系统的课题。其中尤其关注现有机构的作用、高
科技创业与外部现有机构的合作，进而弄清通过企业分拆
和企业风险投资等从现有机构派生出的机构的实际状况。
为建立适合日本经济状况的启动生态系统，探讨与现有机
构的合作以及通过网络的高科技创业的创新。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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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Ⅴ 产业前沿
研究项目主任

大桥 弘

Ⅴ-1
有关产业组织的基础性政策研究
课题主任
大桥 弘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在始于 2012 年底的安倍经济学的积极努力下，五年时
间，名义GDP与企业收益均已达到以往最高水准，就业环
境也得到大幅改善。有人指出，尽管企业收益与就业、收
入环境获得高水平改善，设备投资、消费的力度则显不足。
以上述宏观性课题为背景，本研究课题从产业组织论的观
点出发，将研究焦点置于具体的产业和市场，从微观的角
度展开分析。特别是针对市场结构的方式，在把握实际状
况的同时，探讨个别具体产业中的政策性含义。

Ⅴ-2
电力系统改革中市场和政策的研究
课题主任
田中 诚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12 月 1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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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实时平衡市场中 Negawatt 交易与能源利用效率（库川 幸秀、

田中 诚）DP 18-J-003

● Illiquidity in the Japan Electric Power Exchange (IKEDA 
Shin Suke) DP 17-E-122

政策论文
● 欧洲输电运营商针对电力平衡市场和送电权市场的运用状况

调查 ：对日本电力改革的启示（八田 达夫、池田 真介）
PDP 18-P-001

● 瑞典的按地点输电费用（熊谷 礼子）PDP 18-P-002

Ⅴ-3
为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分析经济网络与大规模
模拟
课题主任
青山 秀明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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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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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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ollective Motion of Prices 

with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in Japan (KICHIKAWA 
Yuichi, IYETOMI Hiroshi, AOYAMA Hideaki and 
YOSHIKAWA Hiroshi) DP 18-E-007

● How Firms Choose their Partners in the Japanese 
Supplier-Customer Network? An application of the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Hazem KRICHENE, 
ARATA Yoshiyuki, Abhijit CHAKRABORTY, FUJIWARA 
Yoshi and INOUE Hiroyasu) DP 18-E-011

● Firm-level Simulation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Triggered by Actual and Predicted Earthquakes 
(INOUE Hiroyasu and TODO Yasuyuki) DP 18-E-013

政策论文
● 检测金融危机的预警指数的提前与滞后结构（相马 亘、家

富 洋、吉川 洋）PDP 18-P-005

出版物
“Macro-Econophysics: New Studies on Economic 

Networks and Synchronization”
(Written by AOYAMA Hideaki, FUJIWARA Yoshi, IKEDA 
Yuichi, IYETOMI Hiroshi, SOUMA Wataru, YOSHIKAWA 
Hiros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17

Ⅴ-4
商品市场的经济与金融分析
课题主任
大桥 和彦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8 月 22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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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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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活跃会带来经济增长。反之，由于经济增长加
速（或者减速），也有可能使经济主体间的异质性受到影响。
弄清什么样的异质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什么样的异
质性会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经济与产业政策立案时不
可或缺的信息，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分析经济主体间
的异质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Ⅴ-6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课题主任
植杉 威一郎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14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就企业筹资和企业行为相关问题，设定与
政策关系密切的主题，主要使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取得
研究成果。具体包括下述内容。(1) 信贷市场中政府参与的
效果，(2) 歇业与创业，(3) 日本金融中介机能的定量化，						
(4) 房地产市场与金融，(5) 金融交易网络的作用，以金融
性危机的溢出效应为分析对象。
	

主要研究成果

国际工作研讨会
“Hitotsubashi-RIET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al 

Estate and the Macro Economy” (2017/12/14-15)
参见 P.78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构建根据现货价格预测的 JEPX 远期价格模型（山田 雄二）

DP 17-J-072

● Asymmetric Reactions of the U.S. Natural Gas Market 
and Economic Activity (Bao H. NGUYEN and OKIMOTO 
Tatsuyoshi) DP 17-E-102

● Intraday Seasonality in Efficiency, Liquidity, Volatility, 
and Volume: Platinum and gold futures in Tokyo and 
New York (IWATSUBO Kentaro, Clinton WATKINS and 
XU Tao)  DP 17-E-120

● Diversification Effect of Commodity Futures on 
Financial Markets (KANAMURA Takashi) DP 18-E-019

国际工作研讨会
"AJRC and RIETI Workshop o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nalysis of Commodity Markets" (2017/9/14-15)

参见 P.76

Ⅴ-5
经济主体间的异质性与经济增长
课题主任
吉川 洋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明确经济主体间
的异质性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由于经济主体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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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7
为进行产业分析的新指标开发与 EBPM 分
析 ：以服务业为中心
课题主任
小西 叶子 S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2 月 19 日～ 2019 年 11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经历近年的大数据、AI、IoT 技术活用的扩展，数据
与技术的完备使以往困难的行业分析与 EBPM成为可能。
近年来服务业所占GDP和劳动市场比例不断增大，对其实
际状态的统计数据的需求不断增高。鉴于这种情况，本研
究课题的目的在于开发能够补充完善政府统计的经济指标。
具体来讲，着重提供销售动向、竞争力、经济景气动向、
生产率等实用性高的数据，并展开实证分析。此外，就服
务业之中物流、通信、金融等贴近生活的基础设施的完善，
尝试使用大数据，依据 EBPM进行政策评估和提案。

Ⅴ-8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课题主任
川滨 升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经济全球化迎来了新的局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创新与
经济增长中的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不仅在欧美国家，世界
各国都超出以往地积极利用竞争法。在日本，为继续保持
经济活力，进一步推进通过充分利用市场竞争实现的创新
不可或缺。在各国的积极运用之中，不仅需要将国际性协
调纳入考量，还需要针对日本经济的现状提出必要的竞争
政策上的课题以及应对方法。本研究课题基于各国的这些
动向，就全球化以及在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情况下的竞
争政策，通过综合活用法学、经济学、实践知识等展开探讨。

Ⅴ-9
生产率差距与产业竞争力
课题主任
野村 浩二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的日本经济中，通过分析造成
劣势的产业因素及其结构因素，探讨缩小生产率差距政策
的可能性。其中，尤其针对存在于商业内部劣势的源头、
反映服务领域劳动生产率差距关键的教育、女性的就业、
劳动的产业间分配开展研究，此外，通过能源生产率与整
体效率（TFP）的分析，探讨与经济增长并立共存的能源
与环境政策的方式。

Ⅴ-10
日本的农政思想史与农业的结构改革
课题主任
山下 一仁 SF
实施期间 ：2018 年 2 月 13 日～ 2020 年 1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为维持和振兴老龄化、人口减少状况下的日本国内农
业，不仅需要扩展国内市场，提高价格竞争力，还需要开
拓海外市场。从政策上来讲，在推进日本国内的农业结构
改革，努力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必须像美国以及欧盟那样
实施“从价格支持转向直接支付”的农业政策的转变。从
明治年间开始至今，日本农业界虽然一直以保护小农、价
格保护为主流思想，但是依然出现了像柳田国男、石桥湛
山等对农业结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的思想家。本研究课题
通过对他们的发掘，为农业政策的扩展提供视点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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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11
关于人工智能等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课题主任
马奈木 俊介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1 月 18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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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使用日本的大型问卷调查，分析劳动时间给生活满足度带来

的影响（鹤见 哲也、马奈木 俊介）DP 17-J-073

● 日本制造业中 IT 的利用对盈利的影响（松川 勇）                  
DP 18-J-002

● 自动驾驶车辆带来的需求与社会性困境（森田 玉雪、马奈木 
俊介）DP 18-J-004

● 引进自动驾驶对行车里程产生的影响 ：使用家庭经济调查的
实证分析（岩田 和之、马奈木 俊介）DP 18-J-005

● 劳动法规与技术投资的相关性——分析劳动法规变化对资本
投资以及信息化投资的影响（田中 健太、古村 圣、马奈木 
俊介）DP 18-J-006

● Trends and Priority Shif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vention: A global patent analysis (FUJII 
Hidemichi and MANAGI Shunsuke) DP 17-E-066

● White Collar Exemption: Panacea for long work hours 
and low earnings? (HASEBE Takuya, KONISHI 
Yoshifumi, SHIN Kong Joo and MANAGI Shunsuke) DP 
18-E-002

● Losses on Asset Returns Caused by Perception Gaps 
of Fundamental Values: Evidence from laboratory 
experiments (HIGASHIDA Keisaku, TANAKA Kenta and 
MANAGI Shunsuke) DP 18-E-008

Ⅴ-12
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动态的影响
以及对各种课题的应对的分析
课题主任
马奈木 俊介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3 月 1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课题概要
	 当前，世界范围内 AI 的开发竞争日趋激烈，AI 在现
实社会中的实施和普及不断深化。AI 的普及虽然可以帮助
日本解决和缓和各种经济性、社会性问题，但是同时人们
也担心如工资差距和失业等以劳动问题为主的不确定性问
题的发生。在思考今后AI 的普及以及其影响时，不仅要考
虑宏观因素，还需要更为详尽地分析微观因素以及与目前
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制衡，在弄清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不
确定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对宏观动态的影响。为此，本研
究课题以一直以来受到重视的失业、工资等问题为核心，
究明今后伴随AI 的进步和普及而可能出现的其他经济社会
的变化以及对AI 普及产生影响的社会制度、其他因素，从
长远来看，日本在AI 的普及而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下，需
要怎样的劳动方式和相关政策。

属于产业前沿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度研究课题的
研究成果（其他）

■上述之外的 2016 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课题主任
川滨 升 FF

课题副主任
大桥 弘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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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论文
● 数字平台产业的市场界定（川滨 升、武田 邦宣）                  

DP 17-J-032

可持续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
课题主任
吉川 洋 FF

课题副主任
宇南山 卓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5 月 1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关于日本不同家庭属性的储蓄率动向（宇南山 卓、大野 太郎）

DP 17-J-035

●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吉川 洋、安藤 浩一）          
DP 17-J-042

● A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of Market Share 
Dynamics (ARATA Yoshiyuki and ONOZAKI Tamotsu) 
DP 17-E-076

●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Idiosyncratic Investment Risk (HIRAGUCHI Ryoji) 
DP 18-E-009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 
课题主任
植杉 威一郎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5 月 1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有关日本中小企业的收益质量的实证分析（金 铉玉、安田 

行宏）DP 17-J-031

● 资产减值会计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吗？（植杉 威一郎、
中岛 贤太郎、细野 薰）DP 17-J-033

● Foreig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Risk Taking (XU 
Peng) DP 17-E-061

● Bank-Firm Relationship and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XU Peng) DP 17-E-062

● Forecasting Firm Performance with Machine Learning: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MIYAKAWA 
Daisuke, MIYAUCHI Yuhei and Christian PEREZ)          
DP 17-E-068

● Market Thickness, Input-Output Linkages, and 
Agglomeration (MIYAUCHI Yuhei and MIYAKAWA 
Daisuke) DP 17-E-072

● When Japanese Banks Become Pure Creditors: Effects 
of declining shareholding by banks on bank lending 
and firms' risk taking (ONO Arito, SUZUKI Katsushi 
and UESUGI Iichiro) DP 17-E-079

● Intangible Capital and the Choice of External 
Financing Sources (HOSONO Kaoru and TAKIZAWA 
Miho) DP 17-E-080

● Forgiveness Versus Financing: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SME debt forbearance in Japan (ONO Arito 
and YASUDA Yukihiro) DP 17-E-086

● Listing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UEDA Kenichi, 
ISHIDE Akira and GOTO Yasuo) DP 17-E-090

为加强全球化和人口减少时代的农业竞争力
而推行农业与农政改革 
课题主任
山下 一仁 SF
实施期间 ：2015 年 8 月 1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政策论文
● IT、AI 技术与新农业经营学（山下 一仁）PDP 17-P-017

新产业政策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
大桥 弘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8 月 24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仿制药的普及与刺激政策 ：引进通用名处方的影响（西川 

浩平、大桥 弘）DP 17-J-039

●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electricity market 
(YOSHIHARA Keisuke and OHASHI Hiroshi)                    
DP 17-E-063

产业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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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Ⅵ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 京司

对测算东亚各国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层面数据库
EALC 进行更新和扩展。还与World	KLEMS 项目、EU	
KLEMS 项目、Asia	KLEMS 项目、OECD 等进行合作，
使日本以及中国各产业的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动向与
海外进行比较分析成为可能。此外，通过与本研究项目内
的其他课题进行合作，使用县产业生产率数据（R-JIP 数据
库）分析县级的生产率，推进无形资产投资的经济效果分
析等。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 国际研讨会
“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 ：亚洲经济的现在与未来”（2017/8/1）

                         　  　　　 　　　　　　　　　         参见 P.3/P.67

Workshop
“The Fourth Asia KLEMS Conference”(2017/7/31-8/1) 

                                                                                             参见 P.74

Ⅵ- 1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
深尾 京司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4 月 24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在人口减少趋势下，为了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必
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利用资本、无形资产、劳动、
土地等生产要素。日本经济在 1980 年代以后一直苦于有效
需求不足，为此要想创造充分的需求、消除供需剪刀差，
必须通过提高资本收益率来促进投资，通过提高实际工资
来促进消费，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本研究项目，与
一桥大学合作，不断更新、扩展各产业详细的生产要素投入、
生产要素价格、全要素生产率等覆盖日本经济整体的数据
库（JIP 数据库），从供给方分析 1955 年以来直到最近的日
本经济增长，从而就如何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和有效需
求提供政策建议。此外，使用政府统计微观数据，弄清日
本生产率上升减速、设备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不振的原因。
在分析时，尤其着眼于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衰退、利润
率下降造成的企业获利能力衰退、大于海外的企业规模之
间的生产率差距、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资源配置的低效、
终身雇用制度的问题所在、企业间交易关系的淡泊等问题。
	 本研究项目进而针对面临经济高速增长放缓的中国建
立了与 JIP类似的数据库（CIP数据库），并进行分析。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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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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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2
关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微观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
细野 薰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5 月 22 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从企业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中多方面考察企业
增长的要素。具体来说，使用企业、事务所、产品等微观
数据，对（1）研发和创新带来的企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2）
进军海外和企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从企业发展和
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角度对、（3）有关产业的资源
配置和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

Ⅵ- 3
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研究
课题主任
宫川 努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会的目的有两项。第一，进行全方位的投资账
户推算，协助 JIP 数据库的投资账户推算。基于 08SNA，
国民经济核算的投资账户得到充实，预计还将采纳资本服
务的推算和原创艺术作品的推算。本研究会将与 JIP 研究
会本部合作，制作各产业的投资账户对应宏观层面资本账
户。各产业的无形资产推算与新的 JIP 资本账户有重叠的
部分，另一方面，在企业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今后
进行正式推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由于这一推算结
果公布以来，自民党、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内阁府、
经济团体等许多政府部门和团体都有根据该结果进行政策
决策的需求，所以我们将与其他无形资产投资同样进行推算。
	 第二，进行有关为制作多元化资本账户的微观基础研
究。本研究将重点置于服务业、非营利组织等多种投资和
生产率的关系，而不是拥有众多分析事例的普通设备投资。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类型梳理与实证分析的调查（远藤 业

镜）PDP 18-P-003

Ⅵ- 4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
各地区、各产业生产率分析与地区间分工
课题主任
德井 丞次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更新和扩充各都道府县的产业生
产率数据库（Regional-level	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以下称R-JIP数据库），并进行相关分析。今后，
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日本社会，尤其是地方将
会面临更为严峻的现实，因而要求人们瞄准地方产业的选
址特征，为活跃地方经济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措施。R-JIP
数据库的更新截至 2012 年，今年将公开 R-JIP2017, 同时
对之前的数据库在推算方法上进行大幅度修正，为此将添
加新推算方法的说明。此外，本研究课题将利用根据商品
流通统计制作的以都道府县为基础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
进行基于价值链分析的地区产业选址特性的分析和将服务
业的投入产出结构纳入考量的地区间服务价格差分析，有
望对地区间生产率差异的背景提出新的视点。

Ⅵ- 5
有关医疗与教育服务产业的资源配置的改善
和提高生产率
课题主任
乾 友彦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以医疗和教育为例，通过使用详细的微观数据，
推算整合的服务质量和生产率，分析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其中，着重于验证因果关系，促进政策决策和评估。对于
医疗问题，将焦点置于资源配置上，对于教育问题则侧重
教育政策与实践的效果测定展开分析。

属于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
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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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外的 2016 年度公布的研究成果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
深尾 京司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at the Levels of Intra-

firm Sections, Firms, and Industries in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NDO 
Mitsuyo and KIMURA Fukunari)  DP 17-E-100

● Has the Offshore Service Network Been Expanded by 
Japanese Firms? (ITO Yukiko)  DP 17-E-107

● Accounting for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s Productivity 
Growth (Harry X. WU and David T. LIANG)  DP 17-E-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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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主任
宫川 努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2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总公司功能与技能偏好的技术变化（川上 淳之 )                   

DP 17-J-043

● R&D and Product Dynamics (MIYAGAWA Tsutomu, 
EDAMURA Kazuma and KAWAKAMI Atsushi)                  
DP 17-E-101

政策论文
● 有关医疗护理产业中服务质量与经营管理指标的调查（乾 

友彦、伊藤 由希子、宫川 努、佐藤 黄菜）PDP 17-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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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主任
德井 丞次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2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对工厂付设研究开发功能的影响（枝村 

一磨、乾 友彦、山内 勇）DP 17-J-048

关于医疗与教育质量的测算及其决定性因
素的分析
课题主任
乾 友彦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2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从地区属性看决定个人健康状态主要因素（庄司 启史、井

深 阳子）DP 17-J-036

●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and Effects of 
Health Checkups in Japan (INUI Tomohiko, ITO 
Yukiko, KAWAKAMI Atsushi, MA Xin Xin, NAGASHIMA 
Masaru and ZHAO Meng) DP 17-E-082

关于企业发展动力的微观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
细野 薰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2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产学合作能否拉动企业发展？ 对知识产权集群政策的评价

（冈室 博之、池内 健太）DP 17-J-037

● 向国外收入免税方式转型给国外现地法人的企业活动带来的
影响（长谷川 诚、清田 耕造）DP 17-J-038

● Size-dependent Policy and Firm Growth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and TSURU Kotaro)                  
DP 17-E-070

●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Misallocation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and YAMANOUCHI 
Kenta) DP 17-E-071

● Do Overseas Subsidiaries Benefit from Parent Firms' 
Intangibles? (HOSONO Kaoru, MIYAKAWA Daisuke and 
TAKIZAWA Miho) DP 17-E-073

● 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KASAHARA Hiroyuki, 
NISHIDA Mitsukuni and SUZUKI Michio) DP 17-E-083

● Venture Capital Networks: An analysis using the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KOUJAKU 
Sadamori and MIYAKAWA Daisuke) DP 17-E-084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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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Ⅶ 人力资本
研究项目主任

鹤 光太郎

Ⅶ-1
劳动市场制度改革
课题主任
鹤 光太郎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4 月 1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为考察日本“劳动市场制度（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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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劳动法规制度与劳动市场和就业体系、乃
至经济效果的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文科系大学教育各学科领域的教育内容、方法以及工作技能

的形成（本田 由纪）DP 17-J-071

工作研讨会
“重组日本的就业体系”（2017/7/31）                              参见 P.74

Ⅶ-2
日本劳动市场的变化——向全民参加型劳动
市场发展
课题主任
川口 大司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9 月 29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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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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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关于理科专业毕业的教员对中学生理科学力的影响——使用

日本的国际学力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井上 敦、田中 隆一）
DP 17-J-052

● The Effects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on Workers (KONDO 
Ayako) DP 17-E-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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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39

● Do Teaching Practices Matter for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ase of linguistic activity (TANAKA 
Ryuichi and ISHIZAKI Kazumi)  DP 17-E-108

● Welfare Benefits and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Japan (YUGAMI Kazufumi, 
MORIMOTO Atsushi and TANAKA Yoshiyuki)                  
DP 17-E-109

● Parental Leaves and Female Skill Utilization: Evidence 
from PIAAC (KAWAGUCHI Daiji and TORIYABE 
Takahiro)  DP 18-E-003

工作研讨会
“关于日本的劳动市场政策——女性、教育、贫困、灾害”
（2017/5/22）　　　　　　　　　　　　　　　　     参见 P.73

Ⅶ-3
日本企业的人才利用与能力开发的变化
课题主任
樋口 美雄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11 月 22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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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Labor Market Impact of Labor Cost Increase without 

Productivity Gain: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the 2003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 reform in Japan (KODAMA 
Naomi and YOKOYAMA Izumi) DP 17-E-093

Ⅶ-4
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的研究
课题主任
山本 勋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12 月 9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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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怎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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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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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Ⅶ-5
为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行就业体系
改革
课题主任
大湾 秀雄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5 月 29 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的决策和就业体系与国外不具备互换性，成
为企业实现全球化的重大障碍。由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改善国内外不统一的人才管理，需要统一制度，建立知识
网络。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和社会要求推行劳动方式改革，
以及录用合适人员困难，从而出现员工的属性和需求、职
业经历多样化。在员工的录用、培养、安排、评估等各个
方面，现场经理负责的范围逐渐扩大。这也可以称作人事
机能的分权化。人事部将权限下放给现场经理，并支持他
们的决策，就可以预见为了监测组织整体的健全度而积极
收集有关信息。
　　近年来，随着骨干业务系统、群组软件功能增强，可
利用的人事数据加速扩大，（1）目标管理制度下的目标和
业务配置信息、（2）多元评估制度下的下级和同事对上级
的评估、（3）依据员工满意程度调查的职场环境信息、（4）
依据 SPI 和人事考核的非认知能力信息等新信息可以用于
研究。AI 技术的发展会进一步加速这一动向。
　　利用上述新数据，本研究课题将发掘劳动经济学和行
为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
探索性研究。进而，与企业合作，结合实验经济学的知识，
测算人事措施的效果。具体来说，在研究期间，集中探讨
男女差距、劳动方式改革、研修的效果、心理健康改善、
人才录用市场中的匹配、中层管理人员的能力评估、组织
内部创新等七项研究课题。

人力资本



40

Ⅶ-6
为实现日本经济增长与提高生产率的基础
研究
课题主任
西村 和雄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6 月 19 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一直以来，日本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具备高端人力资
本的人才不断创新。但是，正如文部科学省编制的《2013
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数量指标的
论文数，⋯⋯在世界排名中大幅下降”，近年来日本的研发
能力有所下降。
	 日本人的专利申请数量在 2005 年时达到峰值，2014
年比峰值减少了一成以上。此外，人均国民收入和工学类
论文发表数量在 2000 年代后半期也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
这些倾向表明，教育投资没有充分发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立场分析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
中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进行经济增长和经济周
期的复杂性分析，剖析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中
的作用，并对教育和育儿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上发挥的作用
进行分析。此外，针对经济主体的认知方式对学习和决策
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包含个人脑力活动测算在内的神经经
济学分析。

Ⅶ-7
有关在日外国人的就业、移民以及家庭的
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
刘 洋 F
实施期间 ：2018 年 3 月 26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课题概要
	 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入，第四次产业革命进一步扩大，
企业在各个领域对外国人的劳动需求不断提高。但是，在
日本，外国人才充分发挥能力的环境尚未得到充分完善。
如果真正要使外国人充分发挥才能，需要究明他们在工作
和生活上的问题所在，从日本经济社会体系整体上解决问
题。为此，本研究课题使用最新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及其它

现有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对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的就业、
定居以及家庭问题进行分析。以阐明这些问题为核心，尝
试给出可能解决问题的措施，可并提出政策建议。本课题
的目标是，在移民问题的学术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为经济、
社会以及政策决策提供实证性依据。

属于人才资本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度研究课题的
研究成果（其他）

■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 More Schooling, More Generou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YIN Ting 
and ZHANG Junchao) DP 17-E-074

■ 属于 2016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研究
课题主任
樋口 美雄 FF

实施期间 ：2014 年 5 月 27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Occupational Choices and 

the Japanese Employment System (HASHIMOTO Yuki) 
DP 17-E-059

企业内人力资源分配机制的经济分析——
使用人事数据的内部计量经济学
课题主任
大湾 秀雄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6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出版物
《日本人事制度的科学化 根据因果推论活用数据》
（大湾 秀雄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7 年 6 月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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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Ⅷ 法律与经济
研究项目主任

矢野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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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期间 ：2016 年 7 月 5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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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T 等尖端技术的知识产权和标
准化提出战略与政策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 政策研讨会
“标准与知识产权 ：最新动向与战略——瞄准世界动向，思考
日本战略”（2017/12/8）                                         　　        参见 P.77

　　在全球经济中，金融服务、信息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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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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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2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
课题主任
宫岛 英昭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8 月 14 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

课题概要
	 管理职责法和公司治理准则的实施，使日本企业的管
理制度改革从形式上的完善迈向确保实效的新阶段。今后，
为通过公司治理制度改革提高日本企业的创收能力（赚钱
能力），要求改革能够促进研发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企业
创新能力的基础，并为积极的并购、业务重组、避免过度
的减债等提供支持。迄今，所有结构的变化、董事会的改
革等管理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确弄清这些企业行为通过怎
样的途径发挥作用、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等。此外，还需
要探讨以股东主权为模型的改革与其他以长期关系为基础
的经济制度（如就业制度）实际上是否能够统一运作、促
进这种依赖市场的经营规则也会造成目光短浅的经营。本
研究课题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聚焦企业的创新、并购、
业务重组、财务政策等企业行为，弄清当前日本企业治理
制度的功能。

Ⅷ-3
有关市场质量的法学和经济学的循证研究
课题主任
古川 雄一 FF
实施期间 ：2018 年 3 月 12 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

课题概要
	 根据市场质量理论，为摆脱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期
停滞，开创健全的增长之路，市场的高质化和适当的市场
基础设施（围绕市场的各种要素）的建立成为紧迫的课题。
为此，针对经济内在的各项问题，不应直达目的，而需要
通过法律和治理机制的设计，迂回地、间接地实现目标。
为设计能够带来市场高质化的体系，需要准确地定量化市
场质量，掌握市场质量与市场基础设施的定量关系。本研
究课题使用高精度、高维度的大型跟踪数据，尝试排除内
生性干扰的市场基础设施与市场质量的定量化分析，并根
据上述分析获得的依据，弄清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政策、制度等市场基础设施的设计，开拓法律与经济学的
新领域。

法律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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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Ⅸ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
研究项目主任

武田 晴人

Ⅸ-1
产业政策的历史性研究
课题主任
武田 晴人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9 月 13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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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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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MS 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的历史地位（武田 晴人）                    

DP 17-J-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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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主任
牧原 出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10 月 5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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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协
调才获得了通过。但是，在以往的先行研究中，对于决定
政策人员的问题意识和决策过程还没有明确的分析。为了
对以上的内容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对参加京都议定书的
谈判人员进行采访调查，试图把握和分析有关全球变暖对
策的政治过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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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政策为中心，对通商政策的变迁进行回顾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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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课题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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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京都议定书与地球变暖对策的历史性意义（牧原 出）          

DP 17-J-074

Ⅸ-3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课题主任
冈崎 哲二 FF
实施期间 ：2016 年 7 月 5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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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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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步研究 1960
年代实施的地域开发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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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业特别地域促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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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种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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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步，对产业政策，特别是地域经济政策对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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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技术工业集聚地域开发促进法
（Technopolis），头脑立地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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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政策估计不仅对
产业的空间配置，而且对经济的微观侧面、即产业组织和
企业结构也带来了长期性影响。本研究课题使用工业统计
调查等个体数据，对上述地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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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xcess Capa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Evidence from the cement industry 
(OKAZAKI Tetsuji, ONISHI Ken and WAKAMORI Naoki) 
DP 18-E-012

Ⅸ-4
日本循证政策的推进
课题主任
山口 一男 VF
实施期间 ：2017 年 2 月 6 日～ 2019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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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 EBPM 政策研讨会
“为推进循证决策的政策立案”（2017/12/19）　　　　　　　

　　　　　　                                                            参见 P.3 / P.70

其他
在日本应怎样推进循证决策？“推进日本循证决策”研究课题
的中间过程报告 参考资料

政策史及政策评



45

研究项目

SP 特定研究
Special Projects

SP-1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围绕削减温室
效应气体问题的国际动向调查
课题主任
戒能 一成 F
实施期间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课题概要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参加的京
都议定书规定在 2008 年—2012 年的第一承诺期间内，除
了削减本国国内排放之外，还可以利用排放权交易、JI（联
合履行机制）、CDM（清洁发展机制）等“京都机制”来
达到减排目标。其中，CDM和 JI 是转移通过减排投资削
减的部分，很多意见都指出了其制度方式存在各种问题，
目前正在对修改相关制度进行讨论。
	 此外，在 2010 年于墨西哥坎昆召开的 COP-16（《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6 次缔约方会议）上，就坎昆“新
框架”达成了协议，与有美国和中国等国参加，以自主提
出削减目标和多边检验为基础的京都议定书不同，这一新
框架虽然决定了设置与京都机制类似的“新机制”，但其内
容还在讨论中。
	 本调查旨在通过调查、分析和评估今后对京都议定书
的 " 京都机制 " 进行修改的情况，以及对新框架的 " 新机制
" 进行讨论的状况，为今后具有高效和实效的温室效应气体
削减方案提出国际政策方面的建议。

SP-2
完善并有效利用 RIETI 数据
课题主任
五十里 宽 S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1 日～

课题概要
	 RIETI 拥有的数据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研究机构作
为初期设置储存的、可以较低成本购买的数据，另一种是
各研究课题为完成研究购买的大规模数据，或作为研究课
题成果形成的数据（包括问卷调查的结果）。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以这些成套数据为基础，完
善为了让使用者能更有效地使用数据的基础设备。并且还
把向研究人员以及整个社会提供新知识和见解的数据（问
卷调查的结果等）公开的可能性以及方法也纳入视野，研
讨其手续。通过公布使用这些数据获得的研究成果及概括
性信息，使研究所成为活跃讨论的场所。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海外现地法人创造就业和失业与日本国内就业的关系（荒木 

祥太）DP 18-J-007

● Wages, Job Productivity, and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division-level 
employment data (LIU Yang) DP 17-E-060

● Firm Age, Siz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LIU Yang) DP 18-E-006

● Markups, City Size,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Japan 
(KONDO Keisuke) DP 18-E-017

　　不属于上述 9 个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课题。

● 研究课题介绍 ● 



46

S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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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主任
后 房雄 FF
实施期间 ：2015 年 5 月 18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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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等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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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日本第三部门组织现状与课题——基于 2017 年度第四次第

三部门调查的研究（后 房雄、坂本 治也）DP 17-J-063

● 从团体的设立看第三部门的构成与变迁（山本 英弘）          
DP 17-J-065

● 地方振兴与地方政府第三部门之间的财政关系（喜多见 富
太郎）DP 17-J-067

● 第三部门组织中发生使命偏移的要因（小田切 康彦）          
DP 17-J-068

● 第三部门组织的法人资格的差异、商业化、专业化对就业的
影响 ：依据 2014 年度第三部门调查的基础性分析（仁平 典
宏）DP 18-J-011

SP-4
关于社会保障的中长期课题的应对
课题主任
小盐 隆士 FF
实施期间 ：2017 年 10 月 2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课题概要
	 在经济产业省的副官和年轻官僚提出的问题中，聚焦
日本的社会保障和税制的中长期课题，在下述几个方面进
行讨论和考察，提出政策建议。
(1)	 重新定义老龄者概念，建设终身劳动的社会
(2)	 向重视自助的医疗和护理转变
(3)	 探讨后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的取舍

属于特定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17 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
成果（其他）

■ 属于 2016 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老龄化社会对移民态度的调查研究
课题主任
中田 启之 SF
实施期间 ：2015 年 4 月 20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工作论文
● Countering Public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ampaigns (Giovanni FACCHINI, 
Yotam MARGALIT and NAKATA Hiroyuki) DP 17-E-094

●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in an Age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Japan (NAKATA Hiroyuki) DP 17-E-095

其他特别研究成果

■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 关于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研究——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孟 健军）DP 17-J-030

● 日本农政暗涌的“小农主义”系谱（山下 一仁）                   
DP 17-J-040

● 日本的工资出口溢价 ：使用 employer-employee data 的分
析（伊藤 公二）DP 17-J-050

● 工资结构的潜在多样性与男女工资差距——再次验证劳动市
场的双重结构分析（山口 一男）DP 17-J-057

● 考证政策评估中横截面差异分析（DID）的前提条件与个体
处理稳定性假设（SUTVA）出现问题时的对策手法（戒能 
一成）DP 17-J-075

特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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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间表的不确定性与补偿工资（森川 正之）                   
DP 18-J-008

● 长时间通勤与远程办公（森川 正之）DP 18-J-009

● 吸烟、肥胖与劳动市场成果（森川 正之）DP 18-J-010

● 旅游流的距离、国境效果 ：微重力分析（森川 正之）          
DP 18-J-012

●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Japan'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MIYAO Ryuzo and 
OKIMOTO Tatsuyoshi) DP 17-E-065

● Who Are Afraid of Losing Their Job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069

● Impact of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nsumption and 
Sav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consumers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075

● Are Part-time Employees Underpaid or Overpaid? 
Productivity–wage gaps in Japan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077

● Occupational Licens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078

● Uncertainty over Production Forecas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monthly firm survey data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081

● Dispersion and Volatility of TFPQ in Service Industries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088

● No-arbitrage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 Yield and Credit Spread Curves (OKIMOTO 
Tatsuyoshi and TAKAOKA Sumiko) DP 17-E-104

● Impact of Foreign Tourists on Productivity i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panel data analysis 
(MORIKAWA Masayuki) DP 17-E-106

● Wage Premium of Exporting Plants in Japan: Do plant 
and firm size matter ? (ITO Koji) DP 17-E-115

● Japanese Plants' Heterogeneity in Sales, Factor Inputs, 
an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TO Koji, Ivan 
DESEATNICOV and FUKAO Kyoji) DP 17-E-117

●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 OECD's Four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YODO Masato and YANO Makoto)        
DP 17-E-119

● Efficiency among Japanese SM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zombie firm hypothesis and firm size (GOTO Yasuo 
and Scott WILBUR) DP 17-E-123

● Uncertainty over Working Schedules and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bor 
management (MORIKAWA Masayuki) DP 18-E-015

政策论文
● 日本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伊藤 新）PDP 17-P-019
● 变泛用智能时代为福音的“美学革命”建议（藤 和彦）

PDP 17-P-035

国际研讨会
“Death versus Destruc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es” (2017/5/17)                                           参见 P.73

RIETI 特别 BBL 讲座
“2017 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以及微型企业白皮书”                 
（2017/5/24）                                                                         参见 P.73

“2017 年版产品制造白皮书——IoT 社会的制造业课题与政府
的努力”（2017/6/22）                                                       参见 P.74

“2017 年版通商白皮书概要 ：如何持续推进自由贸易”               
（2017/7/7）                                                                      参见 P.74

“联邦议会选举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政策的方向性”                 
（2017/10/3）                                                                    参见 P.6 / P.76

“法国在欧洲改革上的新意向”（2018/2/7）                                                                                                                   
                                                                                    参见 P.6 /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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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 “培养具备文理融合思维的人才——贯通培养与使用”

（2017/6/17）                                                                  参见 P.67
第六次 “创建未来社会——科学技术与大学”（2017/12/2）                         

                                                                                           参见 P.69

第七次 “光明社会的未来展望”（2018/3/10）                 参见 P.70

第 19 次 RIETI 重点课题讨论会
“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和市场的现状与展望——根据政策不确

定性指数”（2017/7/11）

参见 P.4 / P.74

特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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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作研讨会
“Accounting for Micro and Macro Patterns of Trade” 

(2017/8/2)
参见 P.75

RIETI 特别研讨会
“围绕美国税改的动向”（2017/8/21）

参见 P.75

METI-RIETI 政策研讨会
“新产业结构愿景——日本在构建新经济社会体系中的战略与

课题”（2017/8/23）
参见 P.5 / P.68

TIER-RIETI-KIET Workshop
“Trade Issues and Policies under the New 

Protectionism” (2017/10/19)
参见 P.76

国际研讨会
“Incidence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Evidence 

from France” (2017/11/27)
参见 P.76

METI-RIETI 政策研讨会
“跨国并购 ：收购海外企业的课题以及如何攻克这些难题”
（2017/11/29）

参见 P.5 / P.68

CEPR-RIETI 工作研讨会
“Science and Innovation” (2018/2/26)

参见 P.78

METI JPO-RIETI 国际研讨会
“解决围绕标准必要专利的纷争——Licensing 5G SEPs”
（2018/3/13）

参见 P.5 / P.71

RIETI-ANU 研讨会
“日本与澳洲——做不确定性时代亚太地区的带头人”
（2018/3/15）

参见 P.4 / P.72

国际工作研讨会
“Long-term Growth and Secular Stagnation” (2018/3/30)

参见 P.79

出版物
《劳动方式的男女不平等 理论与实证分析》
（山口 一男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 2017 年 5 月

特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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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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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论文工作论文

Discussion Paper

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
编号

17-J-029 2017 / 4 资源大国哈萨克斯坦——对国有企业引进了什么国际经济法规则 Alisher UMIRDINOV 
（名古屋大学） Ⅱｰ 6

17-J-030 2017 / 4 关于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研究——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孟 健军（RIETI） 其他

17-J-031 2017 / 4 有关日本中小企业的收益质量的实证分析 金 铉玉（东京经济大学）
安田 行宏（一桥大学） Ⅴ - 其他

17-J-032 2017 / 4 数字平台产业的市场界定 川滨 升（RIETI）
武田 邦宣（大阪大学） Ⅴ - 其他

17-J-033 2017 / 4 资产减值会计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吗？
植杉 威一郎（RIETI）
中岛 贤太郎（一桥大学）
细野 薰（学习院大学）

Ⅴ - 其他

17-J-034 2017 / 4 企业间的合作研究网络能否从质量上提高创新的绩效？——基于世界大型
数据的国际比较

饭野 隆史（新潟大学）
井上 宽康（兵库县立大学）
齐藤 有希子（RIETI）
户堂 康之（RIETI）

Ⅱ - 其他

17-J-035 2017 / 4 关于日本不同家庭属性的储蓄率动向 宇南山 卓（RIETI）
大野 太郎（信州大学） Ⅴ - 其他

17-J-036 2017 / 5 从地区属性看决定个人健康状态主要因素
庄司 启史

（众议院调查局财政金融调查室主任）
井深 阳子（庆应义塾大学）

Ⅵ - 其他

17-J-037 2017 / 5 产学合作能否拉动企业发展？对知识产权集群政策的评价 冈室 博之（一桥大学）
池内 健太（RIETI） Ⅵ - 其他

17-J-038 2017 / 5 向国外收入免税方式转型给国外现地法人的企业活动带来的影响 长谷川 诚（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清田 耕造（RIETI） Ⅵ - 其他

17-J-039 2017 / 6 仿制药的普及与刺激政策 ：引进通用名处方的影响 西川 浩平（摄南大学）
大桥 弘（RIETI） Ⅴ - 其他

17-J-040 2017 / 6 日本农政暗涌的“小农主义”系谱 山下 一仁（RIETI） 其他

17-J-041 2017 / 7 对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 a 项 ii 款
失效的意义与对策 梅島 修 ( 高崎経済大学 ) Ⅱｰ 6

17-J-042 2017 / 7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吉川 洋（RIETI）
安藤 浩一（中央大学） Ⅴ - 其他

17-J-043 2017 / 7 总公司功能与技能偏好的技术变化 川上 淳之（东洋大学） Ⅵ - 其他

17-J-044 2017 / 7 为振兴地方经济地区金融机关营业现场的现状与课题——2017 年 RIETI 支行长问卷
调查结果概要

家森 信善（RIETI）
相泽 朋子（日本大学）
海野 晋悟（高知大学）
小川 光（东京大学）
尾崎 泰文（钏路公立大学）
近藤 万峰（爱知学院大学）
高久 贤也（广岛市立大学）
富村 圭（爱知大学）
播磨谷 浩三（立命馆大学）
柳原 光芳（名古屋大学）

Ⅲｰ 10

17-J-045 2017 / 7 地方银行的店铺网络与经营绩效 近藤 万峰（爱知学院大学） Ⅲｰ 10

※ 以下为 2017 年 4 月～ 2018 年 3 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日文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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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
编号

17-J-046 2017 / 8 注资对地方银行借贷行为的影响 永田 邦和（鹿儿岛大学） Ⅲｰ 10

17-J-047 2017 / 8 地方金融机关的竞争环境对企业开业和歇业的影响 播磨谷 浩三（立命馆大学）
尾崎 泰文（钏路公立大学） Ⅲｰ 10

17-J-048 2017 / 8 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对工厂付设研究开发功能的影响
枝村 一磨（日本生产率本部）
乾 友彦（RIETI）
山内 勇（RIETI）

Ⅵｰ其他

17-J-049 2017 / 8 因科技进步而产生忧虑的背景分析

户田 淳仁
（Recruit Works Institute）

中马 宏之（RIETI）
林 晋（京都大学）
久米 功一（东洋大学）

Ⅳｰ 4

17-J-050 2017 / 8 日本的工资出口溢价 ：使用 employer-employee data 的分析 伊藤 公二（RIETI） 其他

17-J-051 2017 / 8 日本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课税归属的动态分析——外形标准课税扩大
的效果 土居 丈朗（庆应义塾大学） Ⅰｰ其他

17-J-052 2017 / 8 关于理科专业毕业的教员对中学生理科学力的影响——使用日本的国际学
力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井上 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田中 隆一（东京大学） Ⅶ -2

17-J-053 2017 / 8 何谓活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能力——有关自身改变能力与对信息提供和
劳动方式变化的态度的问卷调查分析

久米 功一（东洋大学）
中马 宏之（RIETI）
林 晋（京都大学）
户田 淳仁

（Recruit Works Institute）

Ⅳｰ 4

17-J-054 2017 / 8 雷曼危机后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及其变化 ：保证制度及其与宏观经济环境
的关系 小冢 匡文（流通科学大学） Ⅲｰ 10

17-J-055 2017 / 8 从马来西亚土著政策的语境看马来西亚官联企业（GLC）改革 熊谷 聪（亚洲经济研究所） Ⅱｰ 6

17-J-056 2017 / 8 验证地方经融机构经营者教育的效果——金泽信用金库的事例 北野 友士（桃山学院大学） Ⅲｰ 10

17-J-057 2017 / 8 工资结构的潜在多样性与男女工资差距——再次验证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
分析 山口 一男（RIETI） 其他

17-J-058 2017 / 10 中国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补助金 ：对存在软性预算制约的验证 渡边 真理子（学习院大学） Ⅱｰ 6

17-J-059 2017 / 10 通过国有企业促进出口与反补贴税 蓬田 守弘 ( 上智大学 ) Ⅱｰ 6

17-J-060 2017 / 10 可再生能源的固定价格采购制度的法律问题——投资协定仲裁的争议 玉田 大 ( 神戸大学 ) Ⅱｰ 6

17-J-061 2017 / 10 地方振兴政策的经济效果分析 ：以将收入消费的回报结构纳入考量的地区
间产业投入产出模型为依据

石川 良文 ( 南山大学 )
中村 良平（RIETI） Ⅲｰ 6

17-J-062 2017 / 10 从日美比较的观点看第 4 次工业革命中管理职位的作用

户田 淳仁
（Recruit Works Institute）

中马 宏之（RIETI）
林 晋（京都大学）
久米 功一（东洋大学）

Ⅳｰ 4

17-J-063 2017 / 10 日本第三部门组织现状与课题——基于 2017 年度第四次第三部门调查的研
究

后 房雄（RIETI）
坂本 治也 ( 关西大学 ) SP-3

17-J-064 2017 / 10 合作组织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从全球金融危机获取
的教训 大熊 正哲（冈山大学） Ⅲｰ 10

17-J-065 2017 / 10 从团体的设立看第三部门的构成与变迁 山本 英弘（山形大学） SP-3

17-J-066 2017 / 10 越南国有钢铁企业的衰退与重组 川端 望（东北大学） Ⅱｰ 6

17-J-067 2017 / 11 地方振兴与地方政府第三部门之间的财政关系 喜多见 富太郎（RIETI） SP-3

17-J-068 2017 / 11 第三部门组织中发生使命偏移的要因 小田切 康彦 ( 徳岛大学 ) SP-3

17-J-069 2017 / 11 通过贸易协定监管国有企业——“商业性思考”的概念的展开 关根 豪政（名古屋商科大学） Ⅱｰ 6

17-J-070 2017 / 11 欧盟的国家补助限制的合法化原则及其意义的扩展 青柳 由香（横滨国立大学） Ⅱｰ 6

17-J-071 2017 / 11 文科系大学教育各学科领域的教育内容、方法以及工作技能的形成 本田 由纪（东京大学） Ⅶ -1

17-J-072 2017 / 12 构建根据现货价格预测的 JEPX 远期价格模型 山田 雄二（筑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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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2017 / 12 使用日本的大型问卷调查，分析劳动时间给生活满足度带来的影响 鹤见 哲也（南山大学）
马奈木 俊介（RIETI） Ⅴ -11

17-J-074 2017 / 12 京都议定书与地球变暖对策的历史性意义 牧原 出（RIETI） Ⅸｰ 2

17-J-075 2017 / 12 考证政策评估中横截面差异分析（DID）的前提条件与个体处理稳定性假设
（SUTVA）出现问题时的对策手法 戒能 一成（RIETI） 其他

17-J-076 2017 / 12 IMS 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的历史地位 武田 晴人（RIETI） Ⅸｰ 1

18-J-001 2018 / 1 欧盟的强制合并审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适用 武田 邦宣（大阪大学） Ⅱｰ 6

18-J-002 2018 / 1 日本制造业中 IT 的利用对盈利的影响 松川 勇（武藏大学） Ⅴ -11

18-J-003 2018 / 1 实时平衡市场中 Negawatt 交易与能源利用效率 库川 幸秀（早稻田大学）
田中 诚（RIETI） Ⅴｰ 2

18-J-004 2018 / 1 自动驾驶车辆带来的需求与社会性困境 森田 玉雪（山梨县立大学）
马奈木 俊介（RIETI） Ⅴ -11

18-J-005 2018 / 2 引进自动驾驶对行车里程产生的影响 ：使用家庭经济调查的实证分析 岩田 和之（松山大学）
马奈木 俊介（RIETI） Ⅴ -11

18-J-006 2018 / 2 劳动法规与技术投资的相关性——分析劳动法规变化对资本投资以及信息
化投资的影响

田中 健太（武藏大学）
古村 圣（武藏大学）
马奈木 俊介（RIETI）

Ⅴ -11

18-J-007 2018 / 2 海外现地法人创造就业和失业与日本国内就业的关系 荒木 祥太（RIETI） SP-2

18-J-008 2018 / 3 工作时间表的不确定性与补偿工资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8-J-009 2018 / 3 长时间通勤与远程办公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8-J-010 2018 / 3 吸烟、肥胖与劳动市场成果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18-J-011 2018 / 3 第三部门组织的法人资格的差异、商业化、专业化对就业的影响 ：依据
2014 年度第三部门调查的基础性分析 仁平 典宏（东京大学） SP-3

18-J-012 2018 / 3 旅游流的距离、国境效果 ：微重力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
编号

17-E-059 2017 / 4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Occupational Choices and the Japanese 
Employment System

HASHIMOTO Yuki 
(Kyushu University) Ⅶ - 其他

17-E-060 2017 / 4 Wages, Job Productivity, and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division-level employment data LIU Yang (RIETI) SP-2

17-E-061 2017 / 4 Foreig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Risk Taking XU Peng (Hosei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62 2017 / 4 Bank-Firm Relationship and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XU Peng (Hosei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63 2017 / 4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electricity market

YOSHIHARA Keisuk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OHASHI Hiroshi  (RIETI) 

Ⅴ - 其他

17-E-064 2017 / 4 Exchange Rates and the Swiss Economy Willem THORBECKE  (RIETI)
KATO Atsuyuki (RIETI) Ⅰ -7

17-E-065 2017 / 5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Japan's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ies

MIYAO Ryuz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17-E-066 2017 / 5 Trends and Priority Shif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vention: A global patent analysis

FUJII Hidemichi 
(Nagasaki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

Ⅴ -11

17-E-067 2017 / 5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Alexander MONGE-NARANJO 
(FRB St. Louis / Washington 
University)
UEDA Kenichi (RIETI) 

Ⅰ - 其他

英文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dp_en.html



52

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
编号

17-E-068 2017 / 5 Forecasting Firm Performance with Machine Learning: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level data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MIYAUCHI Yuhei (MIT)
Christian PEREZ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69 2017 / 5 Who Are Afraid of Losing Their Job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070 2017 / 5 Size-dependent Policy and Firm Growth
HOSONO Kaoru (RIETI)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TSURU Kotaro (RIETI)

Ⅵ - 其他

17-E-071 2017 / 5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Mis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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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 - 其他

17-E-072 2017 / 5 Market Thickness, Input-Output Linkages, and Agglomeration
MIYAUCHI Yuhei (MIT)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73 2017 / 5 Do Overseas Subsidiaries Benefit from Parent Firms' Intangi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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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 - 其他

17-E-074 2017 / 5 More Schooling, More Generou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YIN Ting (RIETI)
ZHANG Junchao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Ⅶ - 其他

17-E-075 2017 / 5 Impact of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nsumption and Sav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n consumer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076 2017 / 5 A Compositional Data Analysis of Market Share Dynamics
ARATA Yoshiyuki (RIETI)
ONOZAKI Tamotsu 
(Rissho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77 2017 / 5 Are Part-time Employees Underpaid or Overpaid? Productivity–wage 
gaps in Japan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078 2017 / 5 Occupational Licens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079 2017 / 5 When Japanese Banks Become Pure Creditors: Effects of declining 
shareholding by banks on bank lending and firms' risk taking

ONO Arito (Chuo University)
SUZUKI Katsus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UESUGI Iichiro (RIETI)

Ⅴ - 其他

17-E-080 2017 / 5 Intangible Capital and the Choice of External Financing Sources
HOSONO Kaoru (RIETI)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81 2017 / 5 Uncertainty over Production Forecas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monthly firm survey data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082 2017 / 5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and Effects of Health Checkups in 
Japan

INUI Tomohiko (RIETI)
ITO Yukiko (Tsuda University)
KAWAKAMI Atsushi 
(Toyo University)
MA Xin Xin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NAGASHIMA Masaru (GRIPS)
ZHAO Meng (KONISHI Moe) 
(Gakushuin University)

Ⅵ - 其他

17-E-083 2017 / 5 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KASAHARA Hiroyuki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NISHIDA Mitsukuni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UZUKI Michi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Ⅵ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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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E-084 2017 / 5 Venture Capital Networks: An analysis using the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KOUJAKU Sadamori 
(University of Bristol)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Ⅵ - 其他

17-E-085 2017 / 5 Overseas Production Expansion and Domestic Transaction Networks
HAYAKAWA Kazunobu 
(IDE, JETRO)
MATSUURA Toshiyuki 
(Keio University)

Ⅲ - 其他

17-E-086 2017 / 5 Forgiveness Versus Financing: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SME 
debt forbearance in Japan

ONO Arito (Chuo University)
YASUDA Yukihi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Ⅴ - 其他

17-E-087 2017 / 6 Fiscal Forward Guidance: A case for selective transparency
FUJIWARA Ippei (RIETI)
WAKI Yuichiro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Ⅰ - 其他

17-E-088 2017 / 6 Dispersion and Volatility of TFPQ in Service Industrie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089 2017 / 6 The Effects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on Workers

KONDO Ayak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Ⅶ -2

17-E-090 2017 / 6 Listing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UEDA Kenich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TCER)
ISHIDE Akir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GOTO Yasuo (RIETI) 

Ⅴ - 其他

17-E-091 2017 / 6 FTA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The case of the Japan-Chile FTA
KUNO Arata (Kyorin University)
URATA Shujiro (RIETI)
YOKOTA Kazuhiko 
(Waseda University)

Ⅱ - 其他

17-E-092 2017 / 6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ZHANG Hongyong (RIETI) Ⅱ - 其他

17-E-093 2017 / 6
Labor Market Impact of Labor Cost Increase without Productivity 
Gain: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the 2003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 
reform in Japan

KODAMA Naomi (RIETI)
YOKOYAMA Izu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Ⅶ -3

17-E-094 2017 / 6 Countering Public Opposition to Immigration: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ampaigns

Giovanni FACCHINI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Yotam MARGALIT 
(Tel Aviv University)
NAKATA Hiroyuki (RIETI)

SP- 其他

17-E-095 2017 / 6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in an Age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Japan NAKATA Hiroyuki (RIETI) SP- 其他

17-E-096 2017 / 7 The Pollution Outsourcing Hypothesis: An empirical test for Japan

Matthew A. COL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Robert R.J. ELLIOTT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Liyun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Ⅲ - 其他

17-E-097 2017 / 7 The Effect of the Fed'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 on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Ⅰ -7

17-E-098 2017 / 7 To Support R&D or Linkages? Seeking a better policy mix for SME 
support SUZUKI Jun (GRIPS) Ⅳ -1

17-E-099 2017 / 7 Does Foreign Ownership Explain Company Export and Innovation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Japan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Alexander F. WAGNER 
(University of Zurich)
YAMADA Kazuo 
(Nagasaki University)

Ⅲ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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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100 2017 / 7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at the Levels of Intra-firm Sections, 
Firms, and Industries in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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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 - 其他

17-E-101 2017 / 7 R&D and Product Dynamics

MIYAGAWA Tsutomu (RIETI)
EDAMURA Kazuma 
(Japan Productivity Center)
KAWAKAMI Atsushi 
(Toyo University)

Ⅵ - 其他

17-E-102 2017 / 7 Asymmetric Reactions of the U.S. Natural Gas Market and Economic 
Activity

Bao H. NGUYE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Ⅴ -4

17-E-103 2017 / 7 Demographics, Immigration, and Market Size

FUKUMURA Koichi 
(Osaka University)
NAGAMACHI Kohei 
(Kagawa University)
SATO Yasuhi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AMAMOTO Kazuhiro 
(Osaka University)

Ⅲ -8

17-E-104 2017 / 7 No-arbitrage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 Yield and 
Credit Spread Curves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TAKAOKA Sumiko 
(Seikei University)

其他

17-E-105 2017 / 8 Relationship Specificity, Market Thicknes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RA Tomohiro 
(Fukushima University)
FURUSAWA Tai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Ⅱ - 其他

17-E-106 2017 / 8 Impact of Foreign Tourists on Productivity i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panel data analysi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7-E-107 2017 / 8 Has the Offshore Service Network Been Expanded by Japanese Firms? ITO Yukiko (Tsuda University) Ⅵ - 其他

17-E-108 2017 / 8 Do Teaching Practices Matter for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ase of linguistic activity

TANAKA Ryuich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SHIZAKI Kazumi 
(Tsushima High School)

Ⅶ -2

17-E-109 2017 / 8 Welfare Benefits and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Japan

YUGAMI Kazufumi 
(Kobe University)
MORIMOTO Atsushi 
(Kobe University)
TANAKA Yoshiyuki 
(Kobe University)

Ⅶ -2

17-E-110 2017 / 8 The Dynamics of Inter-firm Networks and Firm Growth
FUJII Daisuke (RIETI)
SAITO Yukiko (RIETI)
SENGA Tatsuro (RIETI)

Ⅲｰ 2

17-E-111 2017 / 8 Accounting for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s Productivity Growth

Harry X. WU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avid T. LIANG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Ⅵ - 其他

17-E-112 2017 / 9 The Number of Bank Relationships and Bank Lending to New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in Japan

OGANE Yuta 
(Nanzan University) Ⅲｰ 10

17-E-113 2017 / 9 The Impact of FTAs on Procurement Behavior of Japanese Firms' 
Overseas Affiliates

URATA Shujiro (RIETI)
KATO Atsuyuki (RIETI) Ⅱ - 其他

17-E-114 2017 / 9 Wholesalers, Indirect Exports, Geography, and Economies of Scope: 
Evidence from firm transaction data in Japan

ITO Tada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NAKAMURA Ryohei (RIETI)
MORITA Manabu 
(Aomori Chuo Gakuin University)

Ⅲｰ 6

17-E-115 2017 / 10 Wage Premium of Exporting Plants in Japan: Do plant and firm size 
matter? ITO Koji (RIETI)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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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116 2017 / 10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FUJII Daisuke (RIETI) Ⅲｰ 2

17-E-117 2017 / 10 Japanese Plants' Heterogeneity in Sales, Factor Inputs, an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TO Koji (RIETI)
Ivan DESEATNICOV 
(University of Tsukuba)
FUKAO Kyoji (RIETI) 

其他

17-E-118 2017 / 11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Unemployment

MORITA Tadashi 
(Kindai University)
OGAWA Yoshitomo 
(Kindai University)
ONO Yoshiyasu 
(Osaka University)

Ⅲ -8

17-E-119 2017 / 11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 OECD's Four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YODO Masato 
(Kyoto University)
YANO Makoto (RIETI)

其他

17-E-120 2017 / 11 Intraday Seasonality in Efficiency, Liquidity, Volatility, and Volume: 
Platinum and gold futures in Tokyo and New York

IWATSUBO Kentaro 
(Kobe University)
Clinton WATKINS 
(Kobe University)
XU Tao (Kobe University)

Ⅴ -4

17-E-121 2017 / 11 Vietnam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FUJITA Mai (IDE-JETRO) Ⅱｰ 6

17-E-122 2017 / 11 Illiquidity in the Japan Electric Power Exchange IKEDA Shin Suke 
(Otar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Ⅴｰ 2

17-E-123 2017 / 12 Efficiency among Japanese SM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zombie firm 
hypothesis and firm size

GOTO Yasuo (RIETI)
Scott WILBU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其他

17-E-124 2017 / 12 Does Sales Factor Apportionment Benefit the Welfare of State? MIYOSHI Yoshiyuki (RIETI) Ⅲｰ 2

17-E-125 2017 / 12 Spatial Scale of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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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ｰ 3

17-E-126 2017 / 12 Innovation Responses of Japanese Firms to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YAMASHITA Nobuaki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MAUCHI Isamu (RIETI)

Ⅳｰ 3

18-E-001 2018 / 1 Subsidies to Public Firms and Competition Modes under a Mixed 
Duopoly

HIGASHIDA Keisaku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Ⅱｰ 6

18-E-002 2018 / 1 White Collar Exemption: Panacea for long work hours and low 
earnings?

HASEBE Takuya 
(Sophia University)
KONISHI Yoshifumi 
(University of Tsukuba)
SHIN Kong Joo 
(Kyushu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

Ⅴ -11

18-E-003 2018 / 1 Parental Leaves and Female Skill Utilization: Evidence from PIAAC
KAWAGUCHI Daiji (RIETI)
TORIYABE Takahi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Ⅶ -2

18-E-004 2018 / 1 Global Sourcing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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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 其他

18-E-005 2018 / 2 Exposure of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Exchange Rates Willem THORBECKE (RIETI) 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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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006 2018 / 2 Firm Age, Siz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LIU Yang (RIETI) SP-2

18-E-007 2018 / 2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ollective Motion of Prices with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in Japan

KICHIKAWA Yuichi 
(Niigata University)
IYETOMI Hiroshi 
(Niigata University)
AOYAMA Hideaki (RIETI)
YOSHIKAWA Hiroshi (RIETI)

Ⅴ -3

18-E-008 2018 / 2 Losses on Asset Returns Caused by Perception Gaps of Fundamental 
Values: Evidence from laboratory experiments

HIGASHIDA Keisaku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TANAKA Kenta 
(Musashi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

Ⅴ -11

18-E-009 2018 / 2 Wealth Distribution in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Idiosyncratic Investment Risk

HIRAGUCHI Ryoji 
(Meiji University) V- 其他

18-E-010 2018 / 3 Uncertainty,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HEN Ch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NGA Tatsuro (RIETI)
SUN Cha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ANG Hongyong (RIETI)

Ⅱｰ 2

18-E-011 2018 / 3 How Firms Choose their Partners in the Japanese Supplier-Customer 
Network? An application of the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Hazem KRICHENE 
(University of Hyogo)
ARATA Yoshiyuki (RIETI)
Abhijit CHAKRABORTY 
(University of Hyogo)
FUJIWARA Yoshi 
(University of Hyogo)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Ⅴ -3

18-E-012 2018 / 3 Excess Capa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Evidence 
from the cement industry

OKAZAKI Tetsuji 
(RIETI)
ONISHI Ken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WAKAMORI Naok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X-3

18-E-013 2018 / 3 Firm-level Simulation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Triggered by Actual 
and Predicted Earthquakes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TODO Yasuyuki (RIETI) 

Ⅴ -3

18-E-014 2018 / 3 Quantifying Health Shocks over the Life Cycle

FUKAI Tai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CHIMURA Hidehiko (RIETI)
KANAZAWA Kyog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 其他

18-E-015 2018 / 3 Uncertainty over Working Schedules and 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bor management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18-E-016 2018 / 3 How does Graduate Education Affect Inventiv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undergraduates' choices during rec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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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1

18-E-017 2018 / 3 Markups, City Size,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Japan KONDO Keisuke (RIETI) SP-2

18-E-018 2018 / 3 Inventor Name Disambiguation with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and Inventor Mobility in China (1985-2016)

YIN Deyu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IV-7

18-E-019 2018 / 3 Diversification Effect of Commodity Futures on Financial Markets KANAMURA Takashi 
(Kyoto University) V-4

18-E-020 2018 / 3 Where Do the Rich Live in a Big City? TABUCHI Takatoshi (RIETI) II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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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论文栏目是为活跃政策讨论而新设置的，主要收录与当前面临的政策课题具有紧密联系的即时性论文。为了
让政策讨论更加活跃，将内容公开在网站上，并可以下载。

政策论文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 以下为 2017 年 4 月～ 2018 年 3 月期间发表的政策论文。

日文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html 
英文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pdp_en.html

P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
编号

17-P-014 2017 / 4 灾害复兴的空间经济分析
藤田 昌久（甲南大学）
滨口 伸明（RIETI）
龟山 嘉大（佐贺大学）

Ⅲ - 其他

17-P-015 2017 / 5 AI/IoT 时代的人力资本理论再考 ：作为社会网络的人力资本成为必须 中马 宏之（RIETI） Ⅳｰ 4

17-P-016 2017 / 5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⑰】秘鲁对农产品进口征收附加税
（DS457）——对可变关税制度及 WTO 协定与地区贸易协定的关系的启示 川濑 刚志（RIETI） Ⅱｰ 6

17-P-017 2017 / 6 IT、AI 技术与新农业经营学 山下 一仁（RIETI） Ⅴ - 其他

17-P-018 2017 / 6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⑱】印度关于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电

池组件的部分措施案（DS456）——政府采购、GATT 第 20 条（d）号以
及（j）号解释的进展

关根 豪政（名古屋商科大学） Ⅱｰ 6

17-P-019 2017 / 6 日本的政策的不确定性 伊藤 新（RIETI） 其他

17-P-020 2017 / 6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随物联网出现的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强化 岩本 晃一（RIETI）
波多野 文（RIETI，高知工科大学） Ⅳｰ 5

17-P-021 2017 / 7 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是否为“共同繁荣”带来新的世界秩序？ 榎本 俊一（RIETI） Ⅱ - 其他

17-P-022 2017 / 7 有关医疗护理产业中服务质量与经营管理指标的调查
乾 友彦（RIETI）
伊藤 由希子（津田塾大学）
宫川 努（RIETI）
佐藤 黄菜（东京工业大学）

Ⅵ - 其他

17-P-023 2017 / 7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⑲】美国针对阿根廷产动物、肉类及

其他动物产品的进口措施案（DS447）——伴随要求开放进口的审查手续
的拖延与 SPS 协定的规则

石川 义道（静冈县立大学） Ⅱｰ 6

17-P-024 2017 / 8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⑳】美国金枪鱼标签争端执行确认程

序（DS381/RW）——TBT 协定 2.1 条中正当限制的区别与“calibration”
概念

内记 香子（大阪大学） Ⅱｰ 6

17-P-025 2017 / 8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㉑】美国原产国标签案执行确认程序
（DS384/RW、386/RW）——TBT 协定 2.2 条解释框架的澄清 内记 香子（大阪大学） Ⅱｰ 6

17-P-026 2017 / 8 从北九州市响滩地区海上产业据点形成看日本海上风力的特征 岩本 晃一（RIETI） Ⅳ - 其他

17-P-027 2017 / 8 Survey of Big Data Use and Innovation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MOTOHASHI Kazuyuki (RIETI) Ⅳ - 其他

17-P-028 2017 / 8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㉒】诉阿根廷金融服务有关措施
（DS453）——对不参与赋税信息交换的国家的歧视与贸易服务协定
（GATS）的规则

川岛 富士雄（神户大学） Ⅱｰ 6

17-P-029 2017 / 8 IoT/AI 对就业的影响和社会政策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作用 岩本 晃一（RIETI）
波多野 文（RIETI，高知工科大学） Ⅳ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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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 编号 发表日期 题目 作者 研究课题
编号

17-P-030 2017 / 11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㉓】关于哥伦比亚纺织品、成衣和鞋

类进口的复合关税案（WT/DS461/R, WT/DS461/AB/R）——WTO 协定作
为反洗钱对策的贸易措施的整合性

伊藤 一赖（北海道大学） Ⅱｰ 6

17-P-031 2017 / 11 从智能的角度考察人力资本 / 人的智力与神经形态型人工智能
中马 宏之（RIETI）
今井 正治

（ASIP Solutions, Inc.）
黑川 利明 

Ⅳｰ 4

17-P-032 2017 / 11 德国的“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为何成功实现全球化 岩本 晃一（RIETI） Ⅳｰ 5

17-P-033 2017 / 11 从劳动、全球化的观点看人工智能与社会的未来 林 晋（京都大学） Ⅳｰ 4

17-P-034 2017 / 11
【WTO 专家组 ·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㉔】欧盟诉俄罗斯对欧盟生猪、猪肉

及其他猪肉产品的进口措施案（DS475）——定义地区主义的 SPS 协议第
6 条规则内容的明确化

石川 义道（静冈县立大学） Ⅱｰ 6

17-P-035 2017 / 12 变泛用智能时代为福音的“美学革命”建议 藤 和彦（RIETI） 其他

18-P-001 2018 / 1 欧洲输电运营商针对电力平衡市场和送电权市场的运用状况调查 ：对日本
电力改革的启示

八田 达夫
（公益财团法人亚洲发展研究所）

池田 真介（小樽商科大学）
Ⅴｰ 2

18-P-002 2018 / 1 瑞典的按地点输电费用 熊谷 礼子（帝冢山大学） Ⅴｰ 2

18-P-003 2018 / 3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类型梳理与实证分析的调查 远藤 业镜
（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 VI-3

18-P-004 2018 / 3 企业动态结构变化 ：从企业间网络与地理空间的观点来看 小仓 义明（早稻田大学）
齐藤 有希子（RIETI） Ⅲ -2

18-P-005 2018 / 3 检测金融危机的预警指数的提前与滞后结构
相马 亘（日本大学）
家富 洋（新潟大学）
吉川 洋（RIETI）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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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

https://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published/published_fy29.pdf

DP / PDP

1

Morikawa, Masayuki. “Firms' expectations about the impact of AI and robotic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conomic Inquiry  55, no. 2 (2017), 
1054-106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ecin.12412/full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6-E-066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6040008.html 

2

Sawada, Yasuyuki, Hiroyuki Nakata, and Tomoaki Kotera. “Self-production, friction, and risk sharing against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World Development 94 (2017), 27-3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16305897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1-E-017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1030025.html

3

Kim, Young Gak, and Hyeog Ug Kwon. “Aggregate and firm-level volatility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68, no. 
2 (2017), 158-172.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ere.12132/full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2-E-030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2050006.html 

4
Naito, Takumi. “An Eaton-Kortum model of trade and growt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50, no. 2 (2017), 456-480.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aje.12265/full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2-E-055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2090006.html 

5

Kani, Masayo, and Kazuyuki Motohashi. “Determinants of demand for technology in relationships with complementary assets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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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发表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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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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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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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ieti.go.jp/jp/special/p_a_w/（日文）
https://www.rieti.go.jp/en/special/p_a_w/（英文）

“研究员连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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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ieti.go.jp/cn/fellows_contents.html

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

日本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2002 年 1 月 22 日
～ 2018 年 3 月底

（约 16 年间）

2017 年 4 月～
2018 年 3 月底

（2017 年度）

日文 13,206,409 1,411,437

英文 3,500,941 207,033

中文 1,084,862 55,581

访问数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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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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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ETI Highlight（宣传杂志）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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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ETI 的介绍  ● 

季刊（日文） 专刊（英文）

宣传手册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broch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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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日文 / 英文 / 中文

年度报告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index_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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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宣传活动  |  各种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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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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 “培养具备文理融合思维的人才——贯通培养与使用”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61701/info.html
日期 201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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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益财团法人 KIER 经济研

究财团、RIETI

会议内容
开幕词、会议主旨说明
讲演“关于大学教育的广度与深度”
讲演“大学培养人才的课题——能否做到专业性与泛用性两立”
讲演“社会需求与来自大学的信息发布”
嘉宾讨论“关于教育现场的文理科融合”
闭幕词

演讲者
东条 纯士（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 副教授）
矢野 诚（RIETI 所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CAPS）
主任）
常盘 丰（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 局长）
北野 正雄（京都大学 理事、副校长）
横山 广美（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 Kavli Institute for the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of the Universe (Kavli IPMU) 教授）
西山 庆彦（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教授）
中西 宽（京都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院长、教授）

宣传活动  |  政策研讨会

RIETI 国际研讨会

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 ：亚洲经济的现在与未来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80101/info.html  
日期 2017/8/1 
会场 饭野大厦会议厅 Room A 
主办 RIETI 
合办 日本生产率本部，一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HIAS），文部科

学省科学研究费基础研究（S）16H06322“服务产业的生产率 ：决
定因素与提高对策” 

参会人数 139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主题讲演 “The Second Phase of Abenomics” 
主题讲演 “The Great Convergence” 
嘉宾讨论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Dale W. JORGENSON (Samuel W. Mo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Richard E. BALDWI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 President, CEPR)
深尾 京司（RIETI  PD、FF，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清田 耕造（RIETI RAs，庆应义塾大学产业研究所 教授）
关根 敏隆（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 局长）
森川 正之（RIETI 理事、副所长）
刘 遵义（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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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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I-RIETI 政策研讨会  

新产业结构愿景——日本在构建新经济社会体系中的战略与课题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82301/info.html  
日期 2017/8/23
会场 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滩尾会议厅 
主办 METI、RIETI 
参会人数 212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主题演讲 
嘉宾讨论以及答疑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 I 理事长）
糟谷 敏秀（METI 经济产业政策局 局长）
关口 博之（NHK 讲解委员）
三浦 章豪（METI 经济产业政策局 产业再生课长）
西川 彻（株式会社 Preferred Networks 总经理、首席执行官（CEO））
伊藤 元重（METI 产业机构审议会新产业结构小组组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学习院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系教授）
矢野 诚（RIET I 所长、CRO，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METI-RIETI 政策研讨会  

跨国并购 ：收购海外企业的课题以及如何攻克这些难题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12901/info.html  
日期 2017/11/29
会场 BELLE SALLE 半藏门 
主办 METI、RIETI 
参会人数 428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大臣致词（视频信息） 
主题演讲 1 “收购海外企业的课题以及如何攻克这些难题——结合‘日本企业
海外收购研究会’的讨论” 
主题演讲 2 “日本电产的海外并购” 
嘉宾讨论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世耕 弘成（经济产业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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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I“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研究会”会长）
永守 重信（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董事长兼总经理（CEO））
小田 裕之（株式会社三菱东京 UFJ 银行执行董事战略调查部 部长）
加藤 信也（日本烟草产业公司（JT）经营企划部 部长）
圡居 浩一郎（摩根大通证券株式会社投资银行部 并购组负责人）
Joachim Baczewski（Bosch Packaging Technology 株式会社 总经理）
松江 英夫（Deloitte 合作公司 合伙人，METI“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研究会”委员）
森川 正之（RIET I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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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陆 AJEC、经济产业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福井县立大学 联合研讨会

北陆地区振兴与国际化和创新——如何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引入
地区经济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13001/info.html  
日期 2017/11/30 
会场 金泽新大酒店（Kanazawa New Grand Hotel）4 层金扇 
主办 北陆环日本海经济交流促进协议会（北陆 AJEC）、RIETI、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福井县立大学 
后援 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JETRO 富山 / 金泽 / 福井贸易信息中心、

北陆经济联合会 
参会人数 85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主题演讲“全球化与人口减少情况下的日本经济中地区的课题” 
研究报告“北陆地区振兴与国际化和创新” 
嘉宾讨论“北陆企业的国际化与创新战略” 
闭幕词 

演讲者
岸本 吉生（RIETI 理事）
滨口 伸明（RIETI PD，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 教授）
熊谷 聪（JETRO 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经济地理研究组 组长）
龟山 嘉大（佐贺大学经济系 教授）
后闲 利隆（JETRO 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经济地理研究组 研究员）
白又 秀治（北陆 AJEC 企划部 部长 兼调查部 部长）
山田 茂生（津田驹株式会社 董事统管纺织机械业务）
稻继 崇宏（日华化学株式会社执行董事特殊化学品本部 副本部长）
井上 孝（YKK 株式会社副总经理黑部地区负责人黑部营业所所长）
丸屋 丰二郎（福井县立大学 名誉教授，北陆 AJEC 理事兼企划委员会 委员长）
村山 真弓（JETRO 亚洲经济研究所支援部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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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 创建未来社会——科学技术与大学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20201/info.html  
日期 20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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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CAPS）、构筑循证

社会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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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益财团法人 KIER 经济研

究财团、RIETI 

会议内容 
开幕词、要点说明 
演讲 1 “社会与大学关联 ：大学政策的方式” 
演讲 2 “以科学支援技术” 
嘉宾讨论“创建富足社会的科学技术与大学的作用” 
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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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  
关根 仁博（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CAPS）副教授）
矢野 诚（RIETI 所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CAPS）
主任）
义本 博司（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 局长）
栗原 和枝（东北大学未来科学技术共同研究中心 教授）
湊 长博（京都大学 教务长、理事、副校长、医学研究科 教授）
西山 庆彦（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教授）
沟端 佐豋史（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所长、教授）

RIETI EBPM 政策研讨会  

为推进循证决策的政策立案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21901/info.html  
日期 2017/12/19
会场 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滩尾会议厅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274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课题介绍 
第一部分 ：英国与美国的最新动向 
 报告 1 “英国政府的 EBPM”
 报告 2 “英国独立机构的 EBPM”
 报告 3 “美国政府的 EBPM”
 Q&A
第二部分 ：循证政策的活用方式 
 报告 4 “活用微观数据的政策评估方式”
 报告 5 “循证在发展中国家开发中的应用”
 报告 6 “经济产业省在 EBPM 方面的作为”
 Q&A
嘉宾讨论“如何推进循证政策立案”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山口 一男（RIETI VF，芝加哥大学 Ralph Lewis 纪念特别社会学教授）
内山 融（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
小林 庸平（RIETI CF，三菱 UFJ 调查与咨询株式会社经济政策部 主任研究员）
津田 广和（RIETI CF，横滨市财政局财政部财政课 课长（负责财政））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 教授）
青柳 惠太郎（Metrics Work Consultants Inc. 总经理）
三浦 聪（RIETI CF，METI 大臣官房政策评估宣传课 课长）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 副教授）
矢野 诚（RIETI 所长、CRO，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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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 光明社会的未来展望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1001/info.html  
日期 2018/3/10
会场 京都大学 100 周年钟楼纪念讲堂（大讲堂） 
主办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CAPS）、构筑循证

社会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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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益财团法人 KIER 经济研

究财团、RIETI 
后援 近畿财政局京都财务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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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 
开幕词 
第 1 部 演讲 1“新时代的竞争政策”
 演讲 2“与社会同在的大学”
 演讲 3“3D 器官模型改变未来的诊断”
第 2 部 演讲“为构建光明的未来——经济学家的谏言”
 嘉宾讨论“光明社会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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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副教授）
湊 长博（京都大学教务长、理事、副校长、医学研究科 特任教授）
衫本 和行（公正交易委员会 委员长）
常盘 丰（文部科学省终生学习政策局 局长）
竹田 正俊（株式会社 CROSS EFFECT 总经理）
矢野 诚（RIETI 所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尖端政策分析研究中心（CAPS）
主任）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土井 俊范（财务综合研究所 所长）
横山 广美（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 Kavli Institute for the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of the Universe(Kavli IPMU) 教授）

METI JPO-RIETI 国际研讨会  

解决围绕标准必要专利的纷争——Licensing 5G SEPs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1301/info.html  
日期 2018/3/13 
会场 东京花园露台纪尾井町纪尾井会议室主厅 
主办 RIETI、专利厅（JPO） 
参会人数 239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主题演讲 “有关 SEP 的专利授权谈判指导方针的制定与国际仲裁的活用”
特别演讲 1 “近年来围绕 SEP 环境的变化与各国的动向” 
特别演讲 2“为解决围绕 SEP 纷争的国际仲裁的现状与课题” 
嘉宾讨论 1“SEP 理想的专利授权谈判方式” 
嘉宾讨论 2“为防止 5G 时代围绕 SEP 的不同行业间的纷争” 
嘉宾讨论 3“满足 FRAND 条件的计算专利授权费的思考方式” 
嘉宾讨论 4  “围绕 SEP 纷争的解决方式，如何活用国际仲裁” 

演讲者  
岸本 吉生（RIETI 理事）
宗像 直子（专利厅 长官）
David KAPPOS（原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局长）
Randall RADER（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首席法官）
Heinz GODDAR（Boehmert & Boehmert  高级合伙人，德国专利律师）
铃木 将文（RIETI FF，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 教授）
长泽 健一（佳能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董事知识产权法务本部长）
Gustav BRISMARK（爱立信 最高知识产权负责人、知识产权与授权总负责人）
Christian LOYAU（欧洲电通标准化协会（ETSI）法务部长）

远藤 嘉浩（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统筹部两轮与电源产品
事业知识产权部 部长）
Max OLOFSSON（AVANCI 专利授权部 部长）
Ilkka RAHNASTO（诺基亚最高专利商务经理、副总经理）
Dan Lang（思科系统公司知识产权副总裁）
长冈 贞男（RIETI FF，东京经济大学 教授）
高桥 弘史（Panasonic IP管理株式会社创新知识产权开发一课 课长）
John HAN（高通公司 副总经理、专利授权事业本部长）
李 大男（华为 IP专利授权与交易担当副部长）
BJ WATROUS( 苹果公司 副总裁兼首席知识产权法律顾问 )
玉井 克哉（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教授）
片山 英二（阿倍、井洼、片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专利代理人）
Klaus GRABINSKI（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官）
蒋 志培（原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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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ANU 研讨会  

日本与澳洲——做不确定性时代亚太地区的带头人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1501/info.html  
日期 2018/3/15
会场 东京君悦酒店三层会议室 
主办 RIETI、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参会人数 180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特别演讲 
主题演讲 
嘉宾讨论 为实现未来亚太整体的优质贸易投资规则
论题 1 ： 当前的亚太地区存在哪些难题？为突破这些难题，日澳可以进行怎

样的合作？
论题 2 ： 日澳两国如何应对美国特朗普政权以及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

演讲者  
岸本 吉生（RIETI 理事）
Simon NEWNHAM（Ambassador for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n Government）
田中繁广（METI 通商政策局 局长）
Peter DRYSDALE（Emeritu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U）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 教授）
Shiro ARMSTRONG（Director,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NU）
福永 哲郎（METI 通商政策局 参事官）
Michael MUGLISTON（Visiting Fellow,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菅原淳一（瑞穗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调查本部政策调查部 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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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  工作研讨会和讲座

国际研讨会  

Death versus Destruc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Catastrophes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17051701/info.html ( 英文） 
日期 2017/5/17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演讲者 
ARATA Yoshiyuki (F, RIETI) 
Robert S. PINDYCK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工作研讨会  

关于日本的劳动市场政策——女性、教育、贫困、灾害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52201/info.html  
日期 2017/5/22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会议内容 
致词 
主旨说明 
生活救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大型灾害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教师的质量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 论文① 
教师的质量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 论文② 
家庭政策与女性能力的活用 
闭会 

演讲者 
矢野 诚（RIETI 所长、CRO,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川口 大司（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勇上 和史（神戸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准教授） 
近藤 绚子（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准教授） 
田中 隆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准教授） 
井上 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科学技术政策计划专家） 
安达 佳弘（厚生劳动省 劳动经济调查官） 
酒光 一章（厚生劳动省 综合政策与政策评估审议官） 
中井 雅之（厚生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就业政策课 课长） 
风间 直树（东洋经济新报社 记者） 
藤井 宏一（厚生劳动省 最低工资制度研究官） 
波积 大树（厚生劳动省职业能力开发局能力开发课 课长） 
中村 真理子（厚生劳动省 世代统计室 政策统筹官（负责统计和信息政策）
  

RIETI 特别 BBL 讲座  

2017 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以及微型企业白皮书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52401/info.html  
日期 2017/5/24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05 人 

演讲者 
伊奈 友子

（METI 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 主任） 
池内 健太（RIETI  F） 
  

Tokyo Workshop on Spatial Economics 201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patial Economics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60601/info.html  
日期 2017/6/6
会场 RIETI's seminar room 
主办 RIETI 
合办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Ⅰ 

“Measuring the Cost of Congestion in a Highly Congested City: Bogotá”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ity Systems”

Session Ⅱ 
“Building the City: Urban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frictions”
“Building Specialization, Anchor Tenants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 
YANO Makoto (President and CRO, RIETI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Kyoto University (KIER)) 
TABUCHI Takatoshi (FF, RIETI/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Gilles DURANTO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ORIOKA Takuro (Professor,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 
Michael PFLUGE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OSHIRO Jun (Associate Professor, Okinawa University) 
KANEMOTO Yoshitsugu (President, Organization for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Transmission Operators) 
J. Vernon HENDERSON (Profess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YAMAMOTO Kazuhiro (Associate Professor, Osaka University) 
Stuart ROSENTHAL (Professor, Syracuse University) 
SATO Yasuhiro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国际研讨会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n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60701/info.html  
日期 20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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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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RIETI's seminar room 
主办 RIETI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y, Productive Cities, and Tall 
Commercial Buildings” 

“Housing Demand, Urban Change,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TABUCHI Takatoshi (FF, RIETI/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tuart ROSENTHAL (Professor, Syracuse University) 
Gilles DURANTO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IETI 特别 BBL 讲座  

2017 年版产品制造白皮书——IoT 社会的制造业课题与政府的努力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62201/info.html  
日期 2017/6/22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105 人 

演讲者 
德增 伸二
(METI 大臣官房 参事官（负责数字化与产业
体系）（兼）制造产业局制造业政策审议室 
主任）
五十里 宽（RIETI SF、研究调整主任） 
  

RIETI 特别 BBL 讲座  

2017 年版通商白皮书概要 ：如何持续推进自由贸易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70701/info.html  
日期 2017/7/7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97 人 

演讲者 
石川 靖

（METI 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 主任） 
齐藤 有希子（RIETI SF） 
  

第 19 次 RIETI 重点课题讨论会  

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和市场的现状与展望——根据政策不确定
性指数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71101/info.html  

日期 2017/7/11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70 人 

演讲者 
伊藤 新（RIETI F） 
深尾 光洋

（RIETI SRA，武藏野大学经济系 教授）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工作研讨会  

重组日本的就业体系  
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17073101/info.html（日文） 
日期 2017/7/31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会议内容 
第一部分  报告 

“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新在哪里？——人事方针（HR Policy）变化分析
Lifetime Employment in Japan
引进加班时间上限规则与遗留问题
讨论
第二部分  大会发言与讨论 
其他与会者发言
讨论

演讲者 
梅崎 修（法政大学人生设计系人生设计专业 教授） 
小野 浩（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 教授） 
岛田 阳一（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法务研究科 教授） 
鹤 光太郎（RIETI PD、FF） 
  

Workshop  

The Fourth Asia KLEMS Conference 
 
Date 2017/7/31-8/1 
Venue Sano Shoin Hall,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7/31) 
  RIETI's seminar room (8/1) 
Host  Hitotsubash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HIAS) 
Co-hosts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 Grant Number 16H06322 

Project “Service Sector Productivity in Japan (SSPJ): 
Determinants and Policies”; RIETI; Japan Productivity Center 
(JPC);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 Grant Number 
15H03351 Project “Study on the Import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Infrastructure on the Market Economy”; Gakushuin 
University 

Program 
7/31 
Opening Session 
 Welcome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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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ited Keynote Speech:  “Japan-U.S. Productivity Comparisons”
Session 1. Reviews of Productivity in China, India, and Japan 
 1. China: “How Do China and India Compare on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the Post-Reform Era 1981-2011?”
 2. India 1: “What is New about India's Economic Growth 

1980-2015: The industry perspective?"
      India 2: “Aggregate-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dian 

Economy: An analysis incorporating breakup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egments of industries in the KLEMS approach”

 3. Japan: “Quality of Consumer Services: U.S.-Japan comparison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willingness to pay”

Session 2. Review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Korea, and 
Taiwan 

 4. United States:  “Sharing Economy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Korea : “Estimate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x-post 
Rates of Return by Industries in Korea (1980-2014)”

 6. Taiwan 1 ：“The Intelligent Investment, Capital Input and TFP 
of Service Sectors in Taiwan during 1990-2015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aiwan 2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Resource Reallocation 
Effects in Taiwan: 1981-2015”

Session 3. Reviews of Productivity in Russia and Indonesia 
 7. Russia:  “Sources of Long Run Growth of the Russian Economy 

Before an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8. Indonesia:  “Trend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of 

the Indonesian Economic Sectors”
 9. General Discussion
8/1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4. Reviews of Productivity in Malaysia, Pakistan, and Thailand
 10. Malaysia: “Estimation of Time-Series Supply and Use Tables 

to Support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laysia”
 11. Pakistan
 12. Thailand: “Productiv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ailand”
 13. General Discussion

Speakers / Moderators
TADENUMA Koich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ale W. JORG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NOMURA Koji (Keio University) 
Jon D. SAMUELS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INUI Tomohiko (Gakushuin University) 
Harry X. WU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osaraju Leela KRISHNA (Madra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Deb Kusum DAS (Ramjas College, University of Delhi) 
Pilu Chandra DAS (Kidderpore College, Kolkata)  
Abdul Azeez ERUMBAN (The Conference Board, Brussels) 
Bishwanath GOLDAR (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 
Suresh Chand AGGARWAL (University of Delhi)  
FUKAO Kyo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KEUCHI Kenta (RIETI) 
TAKIZAWA Miho (Toyo University) 
Wendy LI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REI Makot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YAMANA Kazufumi (Kanagawa University) 
Hak K. PY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yunbae CHUN (Sogang University) 
Keunhee RHEE (Korea Labor Institute) 
Chi-Yuan LIA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CIER)  
Ruei-He JHENG (CIER)  
Tsu-tan FU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ting LE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Yih-ming LI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Mun S. HO (Harvard University) 
Ilya B. VOSKOBOYNIKOV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aman SETIAWAN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as Padjadjaran) 
Guntur SUGIYART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M. Yusof SAARI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Mazlina SHAFI'L (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Rosmiza ROSLY (Malaysia Productivity Corporation)  
Abid Aman BURK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Surapol SRIHUANG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Thailand) 
  

国际工作研讨会  

Accounting for Micro and Macro Patterns of Trade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80201/info.html  
日期 2017/8/2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演讲者 
David E. WEINSTEIN (Carl S. Shoup Professor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 Director for Research, Center on Japanese Economy 
and Business) 
齐藤 有希子（RIETI SF） 
  

RIETI 特别研讨会  

围绕美国税改的动向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82101/info.html  
日期 2017/8/21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62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演讲 ：围绕美国税改的动向 
讨论 

演讲者 
矢野 诚（RIETI 所长、CRO, 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Alan J.AUERBACH（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 
佐藤 主光（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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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Re-examning the Impact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on the 
U.S. Labor Market: A value-chain perspective 

日期 2017/9/5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演讲者 
张 红咏 (RIETI F) 
魏 尚进 (Professor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NT Wang Chair in 
Chinese Business and Ec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AJRC and RIETI Workshop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nalysis of Commodity Markets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091401/info.html  
Date 2017/9/14-15 
Venue Griffin Room, Crawford buildi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Hosts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JRC),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Electricity Markets  
Session 2: Economic Issues in Commodity Markets  
Session 3: Financial Issues in Commodity Markets 
Session 4: Financial Issues in Commodity Markets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Shiro ARMSTRONG (ANU)
David STERN (ANU)
YAMADA Yuji (University of Tsukuba)
Zsuzsanna CSEREKLYEI (ANU)
Paul BURKE (ANU)
ASAI Kentaro (ANU)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 ANU)
Luke MEEHAN (Independent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Commission)
Frank JOTZO (ANU)
HARADA Kimie (Chuo University)
NAKAJIMA Katsushi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Joaquin VESPIGNANI (University of Tasmania)
IWATSUBO Ken (Kobe University)
Antje BERNDT (ANU)
Katja IGNATIEV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OHASHI Kazuhiko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KANAMURA Takashi (Kyoto University)
  

RIETI 特别 BBL 讲座  

联邦议会选举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政策的方向性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00301/info.html  
日期 2017/10/3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87 人 

演讲者 
Wolfgang TIEFENSEE

（德国图林根州 经济科学数字社会大臣） 
Hans Carl VON WERTHERN

（德国 驻日本大使）  
南 亮 （METI 通商政策局欧洲课 课长） 
  

TIER-RIETI-KIET Workshop  

Trade Issues and Policies under the New Protectionism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17101901/info.html（英文） 
Date 2017/10/19
Venue Sheraton Grand Incheon Hotel (Orchid Room)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Welcoming Remarks 
Session 1 TIER Session 
 Presentation 1: “Advancing Japan-Korea-Taiw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rough Sports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2: “The Future of TPP and RCEP”
Session 2 RIETI Session 
 Presentation 3: “Change of Japan Energy Policy?”
 Presentation 4: “Overseas Activities of Japanese Companies”
Session 3 KIET Session 
 Presentation 5: “Korea's Export Strategy and Implication for 

U.S.-Korea Bilateral Trade”
 Presentation 6: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East Asia”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Byoung-Gyu YU (President,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 and 
Trade (KIET))
Chien-Fu LIN (President,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Research (TIER))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Chen HO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t., TIER)
IKARI Hiroshi (SF, RIETI)
Darson CHIU (Research Fellow, TIER)
Jooyoung Y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KIET)
FUJI Kazuhiko (SF, RIETI)
Jaehan CHO (Research Fellow, KIET)
  

国际研讨会  

Incidence of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Evidence from 
France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12701/info.html  
日期 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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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演讲者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殷 婷 (RIETI F)
Antoine BOZIO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IPP) ,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PSE))
 

 

RIETI-IWEP-CESSA Joint Workshop  

Issues over Currency and Exchange Rate: Empirical Studies 
on China and Japan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17120101/info.html（英文） 
日期 2017/12/1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WEP, 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 );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in 
Asi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CESSA ：横滨国立大学亚洲
经济社会研究中心 )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Paper 1: Real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Markup Dispersion 

with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aper 2: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Japan's Trade Balance
Session 2 
 Paper 3: The Effect of the Firms'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Changes on Profits
 Paper 4: What Determines Safe Haven Currency?
Session 3 
 Paper 5: Two-sided Heterogeneity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Paper 6: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SUN Jie (Senior Research Fellow, IWEP, CASS)
OGAWA Eiji（FF, RIETI /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MAO Risheng（Senior Research Fellow, IWEP, CASS)
IWAISAKO Tokuo（RIETI Project Member /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
SASAKI Yuri（RIETI Project Member / Professor,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YANG Panpan（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WEP, CASS)
SHIMIZU Junko（Professor, Gakushuin University)
WU Guoding（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WEP, CASS)
Nagendra SHRESTHA（RIETI Project Member / Associate Professor,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MASUJIMA Yuki（RIETI Project Member / Lead Economist, Bloomberg LP）
DONG Weijia（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WEP, CASS)

XU Jianwei（Associate Professo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HIOJI Etsuro（RIETI Project Member /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ATO Kiyotaka（RIETI Project Member / Professor,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XU Qiyuan（Senior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Global Macroeconomy, 
IWEP, CASS）
  

RIETI 政策研讨会  

标准与知识产权 ：最新动向与战略——瞄准世界动向，思考日
本战略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20801/info.html  
日期 2017/12/8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64 人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演讲 1 ： Standards and IP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nomics – 
演讲 2 ： 专利池的动态效果 ：来自光盘产业的代际竞争的证据 
演讲 3 ： Standards and IP – From private ordering to public law 
演讲 4 ： 标准必要专利权行使的相关法律课题——在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

探讨日本应该如何应对 
嘉宾讨论 

演讲者  
矢野 诚（RIETI 所长、CRO，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Anne LAYNE-FARRAR（Vice President, 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真保 智行（关东学院大学 副教授）
Jorge L. CONTRERAS（Professor, University of Utah S.J. Quinney College 
of Law）
铃木 将文（RIETI FF，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 教授）
Dina KALLAY（Head of Antitrust (IPR, Americas & Asia-Pacific), Ericsson）
长野 寿一（名古屋大学 教授，原 METI 国际标准化战略官）
福冈 则子（Panasonic IP管理株式会社许可证部 部门经理）
三村 哲也（株式会社 NTT docomo 知识产权部 外联部门经理）
长冈 贞男（RIETI FF，东京经济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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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作研讨会  

Hitotsubashi-RIET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al Estate 
and the Macro Economy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7121401/info.html  
Date 2017/12/14-15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 of Housing on Household Stock 

Holding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icro data”
 “Housing Wealth Effects in Japan: Evidence based on household 

micro data”
Session 2 
 “Decompositions of Spatially Varying Quantile Distribution 

Estimat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okyo house prices”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ale/Rental Prices: Comparison 

of Beijing and Tokyo”
Session 3 
 “Depreciation in Commercial Property”
 “Weekly Hedonic House Price Indices and the Rolling Time 

Dummy Method: An application to Sydney and Tokyo”
 “Alternative Land Price Indexes for Commercial Properties in Tokyo”
Session 4 
 “Collateral Channel versus Bank Lending Channel: Evidence 

from a massive earthquake"
 “Aging and Property Prices: Evidence from diverse economies”
 “Recurrent Bubble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Growth”
Conclud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UESUGI Iichiro (FF, RIETI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OSONO Kaoru (FF,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ONO Arito (Chuo University) 
SEKO Miki (Musashino University / Keio University) 
HORI Masahiro (Cabinet Office) 
YOSHIDA Jiro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an MCMILLE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MUTO Sachio (CF, RIETI / Urban Renaissance Agency) 
Xiangyu GU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IYOSHI Yoshiyuki (CF, RIETI /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UCHIDA Hirofumi (Kobe University) 
Robert HIL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raz) 
ABE Naohit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HIMIZU Chihiro (Nihon University) 
Seow Eng O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OUE Tomoo (Seikei University) 
YUKUTAKE Norifumi (Nihon University) 
JINNAI Ry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SAKURAGAWA Masaya (Keio University) 
  

RIETI 特别 BBL 讲座  

法国在欧洲改革上的新意向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20701/info.html  
日期 2018/2/7
会场 RIETI 国际会议室 
主办 RIETI 
参会人数 84 人 

演讲者
Laurent Pic ( 法国驻日本大使 ) 
南 亮（METI 通商政策局欧洲课 课长） 
  

CEPR-RIETI 工作研讨会  

Science and Innovation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22601/info.html  
日期 2018/2/26 
会场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NIESR)
主办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RIETI; NIESR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Presentation: “Do Grace Periods Promote Knowledge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Japan”
 Response
 General Discussion
Session 2 
 Presentation: “Measuring Science Intensity of Industry Using 

Linked Datase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Response
 General Discussion
Session 3 
 Presentatio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 on 

Initial Funding: Evidence from Japan”
 Response
 General Discussion
Session 4 
 Panel Discussion
Conclud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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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Richard BALDWIN (President, CEPR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Jagmit CHADHA (Director, NIESR) 
NAGAOKA Sadao (RIETI /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Alfonso GAMBARDELLA (CEPR / Università Bocconi) 
IKEUCHI Kenta (RIETI) 
Dietmar HARHOFF (CEPR /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HONJO Yuji (RIETI / Chuo University) 
Mark SCHANKERMAN (CEPR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Roger FARMER (CEPR / NIESR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工作研讨会  

Dynamics of Inter-firm Network and Macro Fluctuation

Date 2018/2/26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Host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Introduction 

“Firm-to-firm Trade in Sticky Production Network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hocks: The network 

matters” 
“The Dynamics of Inter-firm Networks and Firm Growth” 

Speakers/Moderators  
YANO Makoto (RIETI)
SAITO Yukiko (RIETI)
Kevin LIM (University of Toronto)
Konstantin KUCHERYAVY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yumu Ken KIKKAWA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chal FABINGE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FUJII Daisuke (RIETI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ITO Tada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WINPEC-RIETI Workshop  

201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World and Asian 
Economy  -The 5th Tokyo Network Workshop-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0201/info.html  
Date 2018/3/2 
Venue Room 402 (Building No. 26, Okuma Memorial Tower) 
Host Waseda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WINPEC) 
Co-host RIETI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Japanese Firm Export, and the Role of R&D 
and Global Outsourcing” 

“Propagation of Shocks by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of Chinese Firms" 
“Propagation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Firm Expectations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hina-Japan 

islands dispute”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Does production sharing warp the product space?” 
Conclud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TODO Yasuyuki (RIETI / Waseda University) 
INUI Tomohiko (RIETI / Gakushuin University) 
KASHIWAGI Yuzuka (Waseda University) 
YU Zhihong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ZHANG Hongyong (RIETI) 
Russell THOMSON (Centre for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国际工作研讨会  

Long-term Growth and Secular Stagnation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18033001/info.html  
Date 2018/3/30 
Venue RIETI's seminar room 

Program 
Opening Remarks 
Keynote Speech: “World Trade in Services: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set”
Session 1 
 Presentation: “The State and China's Productivity Deceleration: 

Firm-level evidence”
 Presentation: “Why i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So Low in Poor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ia”
Session 2 
 Presentation: “Secular Stagnation under the Fear of a 

Government Debt Crisis”
 Present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Global Imbalances”
Session 3 
 Presentation: “Sovereign Debt Overhang, Expenditure Portfolio, 

and Debt Restructurings”
 Presentation: “Recurrent Bubble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Growth”
 Closing Remarks 

Speakers/Moderators 
NAKAJIMA Atsushi (Chairman, RIETI) 
Chris PAPAGEOGIOU (Division Chie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KOBAYASHI Keiichiro (RIETI / Keio University) 
Bin Grace LI (IMF) 
Oksana LEUKHIN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 McMaster 
University) 
ASONUMA Tamon (IMF) 
UEDA Kenichi (University of Tokyo) 
JINNAI Ry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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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6 原因与结果的经济学 演讲者 :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 准教授兼政策媒体
研究科委员）

2017/4/27 熊本地震等，为什么连续发生地震？热能引发地震的“传热
性理论”是什么？ 演讲者 : 角田 史雄（埼玉大学 名誉教授）

2017/5/12 超级过剩——人力、物质、金钱、能源将吞没世界 演讲者 : 中岛 厚志（RIETI 理事长）

2017/5/16 世界经济展望——呈现发展势头的世界经济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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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P）高级经济学家）

2017/5/17 Energy Markets: What to do when forecasting is useless 演讲者 : Robert S. PINDYCK（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 教授）

2017/5/19 最新世界能源状况与特朗普政权的诞生 演讲者 : 高井 裕之（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住友商事全球调查株
式会社 总经理）

2017/5/24 2017 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以及小型企业白皮书 演讲者 : 伊奈 友子（METI 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 调查室主任）

2017/5/25 分享经济与税制 演讲者 : 森信 茂树（中央大学法学研究生院 教授）

2017/6/2 不安的个人，无动于衷的国家——如何在无模式时代生存下
去

演讲者 : 上田 圭一郎（METI 大臣官房秘书课 课长助理）
                 须贺 千鹤（METI 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资金课 课长助理）
                 宫下 诚一（METI 通商政策局通商战略室 主任助理）
评论员兼主持人 : 
                 森川 正之（RIETI 理事、副所长）

2017/6/8 IoT、AI 等技术革新与全球化电子商务的课题与未来 演讲者 : 柴野 相雄（TMI 综合法律事务所 律师，庆应义塾大学法
学研究生院 兼职教员）

2017/6/16 儿童贫富差距的经济学——能上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孩子与不
能上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孩子 演讲者 : 橘木 俊诏（京都女子大学 客座教授）

2017/6/22 2017 年版产品制造白皮书——IoT 社会的制造业课题与政
府的努力

演讲者 : 德增 伸二（METI 大臣官房 参事官（负责数字化与产业
体系）（兼）制造产业局制造业政策审议室 主任）

2017/6/29 作为投资的社会保障 演讲者 : 松元 崇（株式会社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 特别顾问）

2017/7/6 日本人事制度的科学化 根据因果推论活用数据 演讲者 : 大湾 秀雄（RIETI FF，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教授）

2017/7/7 2017 年版通商白皮书概要 ：如何持续推进自由贸易 演讲者 : 石川 靖（METI 通商政策局企划调查室 主任）

2017/7/12 经济与教育的对话——从制度上看政策的失败 演讲者 : 熊平 美香（未来教育会议执行委员会 代表）

2017/7/13 衰退的法则 ：侵蚀日本企业的无声杀手的真面目 演讲者 : 小城 武彦（株式会社日本人才机构 总经理）

2017/7/14 根据指数解读日本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
演讲者 : 伊藤 新（RIETI F）
                 见明 奈央子（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经

济学家）

2017/7/27 共创生活价值型服务从面向消费者产品的 IoT 开始 演讲者 : 持丸 正明（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人类
信息研究部门 主任）

2017/8/30 Brexit: Recent Developments——The EEA Option 演讲者 : Carl BAUDENBACHER（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法
院 院长）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 BBL（Brown Bag Lunch）论坛，从 2001 年到 2018 年 3 月的 17 年间共举办了 1,100 次、其中 2017
年度举办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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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bbl/

宣传活动  |  BBL 论坛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以下为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所举办的论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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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 关于 2017 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 演讲者 : 茨木 秀行（内阁府 参事官（掌管经济财政分析））

2017/9/15 亚洲经济的展望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 演讲者 : 中尾 武彦（亚洲开发银行（ADB）总裁、理事会议长）

2017/10/3 联邦议会选举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政策的方向性
演讲者 : Wolfgang TIEFENSEE（德国图林根州 经济科学数字社会

大臣）
                 Hans Carl VON WERTHERN（德国 驻日本大使）

2017/10/4 内外经济与货币政策 ：低利率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演讲者 : 门间 一夫（瑞穗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 执行经济学家）

2017/11/16 日本版 GPS“Quasi-Zenith Satellite System”实现的高精
度卫星侧位数据利用社会与新宇宙利用的展望

演讲者 : 三本松 进（野村综合研究所未来创发中心战略企划室 主
席研究员）

评论员兼主持人 : 
                 靏田 将范（METI 制造产业局 宇宙产业室主任）

2017/11/22 基础性财政的收支盈利目标何时能够实现 ：解析“中长期试
算” 演讲者 : 土居 丈朗（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 教授）

2017/12/5 IMF 世界经济展望“谋求持续增长——短期性恢复，长期性
课题” 演讲者 : 鹫见 周久（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所长）

2017/12/6 产业个性化——超小型设备制造系统“迷你晶圆厂（Minimal 
Fab）”的开发

演讲者 : 原 史朗（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纳米电
子学研究部门 首席研究员兼最小系统股股长）

2017/12/13 为实现餐饮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演讲者 : 菊地 隆夫（ROYAL HOLDINGS Co.,Ltd 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

2018/1/10 常温陶瓷涂层的流程创新 演讲者 : 明渡 纯（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先
进涂层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2018/1/12 动摇中日关系的三个困境 演讲者 : 阿南 友亮（东北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 教授）

2018/2/7 法国在欧洲改革上的新意向 演讲者 : Laurent PIC（法国 驻日本大使）

2018/2/27 America Responds to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演讲者 : Bruce STOKES (Director, Global Economic Attitudes, 
Pew Research Center)

2018/3/7 Going Digital -- Insigh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OECD work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演讲者 : Dirk PILAT (OECD 科学技术与创新局 副局长 )

2018/3/8 从灾后人口移动看复兴的状况 演讲者 : 奥村 诚（东北大学 教授（灾害科学国际研究所东北亚研
究中心））

2018/3/16 习近平第二任期体制——经济政策的走向

演讲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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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员 : 关 志雄（RIETI CF，株式会社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2018/3/27 复兴的空间经济学——人口减少时代的地方重振 演讲者 : 滨口 伸明（RIETI FF、PD，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 教授）

2018/3/29 为什么消费税增税前后会出现经济变化？ 演讲者 : 森信 茂树（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 研究主干，中央大学法
律研究生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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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津 利三郎 科学技术、情报技术、产业政策、通商政策

研究项目主任（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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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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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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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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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em THORBECKE 金融经济学、财政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冨田 秀昭 有关研究开发和专利等的实证分析、创新、地球变暖问题、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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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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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一览  （按日文罗马字顺序排列 2017 年 4 月～ 2018 年 3 月）



姓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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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藤 康雄 产业组织论、中小企业研究、金融

伊藤 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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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辺　努 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企业金融

山内 勇 创新、研究开发管理、知财制度

横尾 英史 环境经济学

教职研究员（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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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原 一平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

古川 雄一 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知识产权与创新、市场的质的经济学

樋口 美雄 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本庄 裕司 创业、中小企业论，企业经济学

细野 薰 金融系统、金融政策、企业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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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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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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行政学研究、正义政治研究、主导公开政策研究

马奈木 俊介 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

宮川 努 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企业行动、产业结构分析、亚洲经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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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公共政策

绳田 和满 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医疗经济学与政策分析、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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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计算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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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盐 隆士 公共经济学

大湾 秀雄 劳动经济学、组织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佐藤 主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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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部 俊也 技术经营（技术经营、知识产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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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部 尚行 服务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地区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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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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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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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紫 正宏 能源政策、竞争法、租税法

海老原 史明 安全保障、经济增长、环境能源经济、行政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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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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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冈 雅美 医疗公共卫生政策、育儿政策

福永 开 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论、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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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ovanni GANELLI 国际经济学、财政政策、日本的结构改革

滨 贤太郎 政策评估、因果推论

原 圭史郎 未来设计、技术创新与技术政策、环境与能源政策、可持续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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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沼 刚 知识产权制度、国际交易、各国比较制度、国际机构、国际经济法

细谷 佑二 产业集群与创新、中小企业论、地区产业政策、全球缝隙首位企业研究

池田 阳子 创新政策（创造新产业等）、规则形成（含标准化）、欧洲的经济社会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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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 肇 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社会保障

川崎 研一 经济模型分析（宏观计量模式、可计算一般均衡应用模型）、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管
制改革、景气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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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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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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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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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田 宗树 创新、社会保障

沓泽 隆司 城市经济学、住宅及房地产价格分析、MBS/REIT 分析、地区经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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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田 尚子 创业论、风险企业论、人工智能

松永 明 经济增长论、国际贸易、产业政策

美甘 哲秀 宏观经济学、综合商社论

三木 健 企业论、企业战略、产业集群、CSR、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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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地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住宅政策、基础设施政策

务川 慧 经济增长论、公共政策论、财政货币政策、国际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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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 友成 社会保障、企业税制、贸易政策

奈须野 太 就业与人才政策、企业法制、地球变暖问题

西田 明生 宏观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

西垣 淳子 统治机构论、IoT、设计政策、工作生活平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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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原 谕 财政的可持续性、宏观经济运营

野崎 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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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经济增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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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田 吉美 专利制度与创新

奥田 岳庆 国际经济、社会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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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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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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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清村 和贵 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资本政策和企业治理、中小企业金融、中小企业政策、家族企业

白石 重明 公共政策论、国际经济、服务经济、能源

末政 宪司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医疗经济

须贺 千鹤 企业经营论，创新政策，酷日本战略，教育与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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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原早夏 社会保障、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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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田 仁 国际经济、关税政策、特殊关税

上田 圭一郎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教育、收入分配

植木 贵之 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政策）、社会金融、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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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野 雄哉 公共经济学

山田 圭吾 劳动方式改革、人材培养论、信息产业政策、经营战略管理、气候变化对策、能源环境经
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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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屋 拓之 国际经济（金融与货币稳定、经济开发、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贫富差距
与分配政策）、人才与劳动方式、就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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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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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 俊彦 经济同友会 监事
小笠原 直 监查法人 Avantia GP 法人代表、公认会计师
古城 佳子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
黑田 昌裕 庆应义塾大学 名誉教授
须田 美矢子 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 特别顾问

外部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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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黒田 昌裕 庆应义塾大学 名誉教授
Dale W. JORGENSON      哈佛大学 教授
橘木 俊诏 京都大学 名誉教授、京都女子大学 客座教授
福井 俊彦 一般财团法人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 理事长
Richard E. BALDWIN      高等国际问题与开发研究所 教授
吉野 直行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所长、庆应义塾大学 名誉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省略敬称，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按日语 50 音排序，省略敬称，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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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史及政策评估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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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津 利三郎 前株式会社富士通总研 经济学家
深尾 光洋 武藏野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研究项目主任（PD）
　　９个研究项目分别设置了研究项目主任（PD），在每个研究领域进行严格指导，为形成政策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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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支援主管
研究管理主管
EBPM 主管
定量分析与数据主管
政策史主管

统筹主管
内部控制主管
人才与后勤主管
财会主管
信息系统主管

国际宣传企划主管
跨媒体主管
会议主管
国际事务主管

理事长监　事

理　事 内部监查室

行政运作与管 研究活动

所　长

副所长

总务部

研究部

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组织结构图

高级研究员

研究员

教职研究员

顾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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