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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一览

RIETI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METI ：经济产业省

CRO :首席研究员

SRA ：高级研究顾问

PD ：研究项目主任

SF ：高级研究员

F ：研究员

FF ：教职研究员

CF ：顾问研究员

VF ：客座研究员

VS ：访问学者

RC ：研究调整主任

RAs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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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2001
年4月，是一家从事政策研究并提供建议的政策研究机构。从
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进行循证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并利用霞关的地理位置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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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普及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取得的研究成果，
并形成政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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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建立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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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行政机关的顾问研究员
等多种形式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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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
际动向，构建充满活力而日臻成熟的日本社会，需要打破以往的条条框框开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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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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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政策讨论为己任，开展各种活动。



领导致辞

RIETI理事长　矢野 诚

　　2022年1月岸田首相在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又称达沃斯论坛）
上指出，现代社会面临着气候变化、
地缘政治风险、贫富分化和贫困加
剧、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的民主主义
危机等严重问题。创建碳中和社会，
形成支撑安全保障的供应链，构建

能够对抗"国家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
题，制定开辟未知世界的新型产业政策不可或缺。
　　有一些技术开发仅凭借个别经济主体的意愿是无法实现的。
这就需要在初始投资阶段有积极促进研发和学习技术的产业政策

来支持。传统的产业政策旨在追赶先进技术。日本的高速增长以
及中国经济近期的发展都是由赶超型产业政策推动的。二战以来，
许多国家采用了以开发尖端技术和转变经济结构为目标的"开拓
型"的新产业政策。尖端技术的开发在初始阶段需要巨额的固定
费用，无法单纯依赖私营部门。过去，像瓦特的蒸汽机和福特的
皮带式输送机等许多内在技术都是在私营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
这些内在技术在二战期间发生了变化，由政府主导的核能、计算
机等开发成功，战争结束后，继而发明了载人火箭和互联网。得
益于开发型产业政策，美国将计算机技术扩展到个人电脑和互联
网，并开发了各种应用技术。此外，30年前被认为过于昂贵的载
人火箭的开发，也在2020年代通过特斯拉、维珍航空和亚马逊
等顶尖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之手实现了商业化。
　　鉴于通过开创性的产业政策建设新资本主义的政策目标，经
济产业研究所（RIETI）于2022年4月1日开设了EBPM中心。
EBPM是指以理论依据（Evidence（E））为基础（Based（B））
制定（Make（M））政策（Policy（P））。RIETI成立20多年来
一直倡导这一理念。EBPM中心旨在为开发绿色技术、构建国际
半导体供应链等大规模开创性产业政策的循证决策做出贡献，在
政策效果预测方法、有助于政策效果长期评估的数据设计方面提
出有益建议。此外，还将积累政策评估方法和结果，以资推广普
遍利用。
　　近年来，RIETI还致力于对于过去的政策及其效果之间因果关
系的论证，并在该领域发表了诸多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受到世界
各国的关注。我们将倾注更多的力量，更加精准地展开政策效应
研究。

2022年4月

RIETI所长　森川 正之

　　2021年度，由于新冠病毒变
异毒株的传播，一年中大约三分之
二的时间政府实施了紧急事态和防

止病毒蔓延传播等防疫措施。
RIETI的活动也继续受到各种制约，
研究会、讲座、研讨会全部通过网
络举行。尽管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

我们依然发表了171篇工作论文，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等公开发
表了79篇论文，取得了优于上一年度的成果。
　　巨大的冲击往往成为新研究的契机，全球经济危机和东日本
大地震时即是如此。上一年度以来，RIETI发表的与新冠疫情相关
的工作论文累计超过70篇，其中多篇论文已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
发表。限制外出与接种疫苗效果、对家庭和企业的支援措施的实
证性评估等具有政策意义的研究成果，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得到
充分利用。在方法论方面，我们开展了多项独特研究，例如基于
RIETI原创的以企业和个人为调查对象的分析、融合了传染病的流
行病学模型和经济模型的文理融合型研究以及利用手机定位信息

和POS数据等替代数据的分析等等。
　　今年也是与循证决策（EBPM）相关的研究更为活跃的一年。
RIETI发表了近40篇论文对单项政策进行实证评估，较上一年度
有显著增长。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中小企业补贴、信用担保制度、
投资促进税制、关税制度等经济产业省直接参与制定的政策，还
涉及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使用监管等影响整体
经济的各种制度。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生了质的飞跃，近年来
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CT）、断点回归设计（RDD）、DID推算等
因果推理政策效应方法的论文份额显著增加。可以说我们的研究
顺应了全球政策研究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为强化EBPM相关
研究，2022年4月我们成立了EBPM中心。
　　2022年度预计全球会继续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伴
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出现的供应链问题、原油和食品价格飙升以
及劳动力市场吃紧等对全球通货膨胀的担忧不断高涨，世界面临
新的挑战。未来还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冲击，低生育率老龄化、
人口减少、潜在增长率低迷、贫富差距扩大、财政的可持续性等
新冠疫情之前遗留下来的政策问题堆积如山。在这种形势下，作
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将努力在政策上、学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2年4月

目　录

领导致辞  1

2021年度活动概要  2

研究活动  11
研究项目  14
研究论文  50
经专家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一览  59

宣传活动  65
出版物  66
网站  67
各种宣传资料  68
政策研讨会  69
工作研讨会  79
BBL讲座  81
登台演讲的非日本籍人员  84

研究员一览  86

组织结构图、其他  92

1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



1 研究活动

　　我们开展了基于九个研究项目的研究活动以及超出这些项

目范畴的领域和综合领域的研究活动（即"特定研究"）。

2021年度的研究项目 研究项目主任

I 宏观经济与低生育率老龄化 小林 庆一郎 FF 7

II 贸易投资 富浦 英一 FF 8

III 地区经济 滨口 伸明 FF 7

IV 创新 长冈 贞男 FF 5

V 产业前沿 大桥 弘 F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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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VIII 融合领域
矢野 诚 理事长 

（研究项目代主任） 6

IX 政策评估 川口 大司 FF 5

SP 特定研究（不隶属于研究项目） 5

研究课题总数 65

　　为了根据政策需求开展研究，我们在研究立项阶段就与政

策决策部门交换了意见，并由政策决策部门与包括 RIETI理事

长、所长及副所长在内的研究人员共同就经济产业政策相关的

论点交换意见，以超出研究课题框架的形式提出专业性知识见

解。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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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政策决策部门参与进行深

入讨论上。具体来说，在研究立项时，我们举办集思广益研习

会（BSWS），讨论研究计划方案；在最后阶段，论文初稿完

成时召开讨论会，参会人员进行意见交换和探讨。此外还邀请

国内外研究人员举办讨论会，深入探讨专业问题。

　　作为研究成果，我们发表了具有理论性、分析性和实证性

的研究论文（Discussion Paper：DP）152篇，与当前面临

的各种政策课题紧密关联的即时性论文（Policy Discussion 

Paper：PDP）18篇，另外还有 1篇运用新分析方法和数据

解析等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论文（Technical Paper：TP），共

计 171篇论文。其中 EBPM（循证决策）、文理融合及国外

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 63篇，有助于 EBPM和文理融合的研

究、与国外研究人员的合作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此外，鉴于新

冠疫情扩大的形势，我们还充分利用可即时发布研究成果、简

化研究所内部评论的 Fast track制度，通过这项制度发布的

23篇研究论文还被政府白皮书和审议会资料采用。

　　在学术性成果方面，有 79篇论文刊发在需要经过专家评

审、获得国际较高评价的英文学术杂志上，或收录在专业书籍

中，本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水平得到了高度评价。

　　本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及政策建议有 298项被采纳在政

府白皮书和审议会资料之中。政府白皮书和审议会资料中采纳

的研究成果有：由本研究所研究员担任讲师在进修班介绍的有

关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在《通商白皮书》中被引用；有关竞争

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书籍在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资料中被

引用；有关无形资产投资不足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增长战略会议

及实现新资本主义会议上被引用；有关产品制造补贴效果的分

析研究成果在财务省财政制度等审议会上被引用。此外，由本

研究所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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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在各方面发挥了

作用。根据决策当局提出的要求，本研究所作为政策建议撰写

了 15篇关于经济产业政策的 EBPM调研报告。

　　在合作研究方面，我们与东北大学自 2018年签署协议

以来，在低生育率老龄化等社会课题研究领域加深了相互合

作。此外，与京都大学医学研究科开展关于新冠病毒流行现状

的国际合作研究，通过医学-社会科学数据的综合解析推进文

理融合研究。

下属的
研究课题数

　　2021年度是 RIETI第五期中期计划（2020～2023年度）的第二年。在第五期中期计划中，我们以推进日趋重要的 EBPM（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循证决策）研究，解决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经济问题，为制定经济产业政策做贡献作为使命。基于这一使命，

2021年度，我们在以九个研究项目为中心的研究体制下，积极开展研究，尤其对①社会科学要素与产业技术的融合（即"文理融合与跨学科
领域融合"）、②民间大数据的运用以及原始数据的构建、③有利于 EBPM的政策评估分析倾注了力量。我们发展继承了过去 20年的研究成果，

不断提升作为"智慧平台"的功能，为成为能在国际上受到更高评价的政策智囊机构，积极与国内外民间研究机关的研究学者和企业的业务专

家等人才加强合作、深化交流，并及时发布研究成果。下面介绍 2021年度 RIETI的研究和宣传活动。 （※文中的职务为当时的情况）

20212021年度活动概要年度活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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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联与宣传活动

　　新冠疫情蔓延制约了各个方面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为

了更广泛地普及研究成果，我们在网上举办了第五期中期计划

提出的"文理融合"和"EBPM"（循证决策），以及各种课题

的公开研讨会和讨论会等，共计 57次，参会人数大大超出了

第五期中期计划设定的每年 5000人的目标，达到了 10000

多人。此外，还在 YouTube的 rietichannel上随时播放研

讨会、在线研究会和采访等视频，现有超过 4000人关注，相

当于去年人数的两倍。此外，我们还出版了文理融合研究成果

的书籍《Socio-Life Science and the COVID-19 Outbreak》

等归纳 RIETI研究成果的书籍共八册。

　　我们还加强了向世界发布信息，邀请外国专家举办了 28

次讨论会，超过了原定目标的 21次。同时与外国有识之士共

同提出了关于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政策性建议，RIETI研

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在世界性门户网站上也获得了许多访问。

1） 宣传活动

　　我们通过互联网举办了关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公开研讨会和

讨论会等活动，同时在 YouTube的 rietichannel上公开播

放讲演内容和采访的视频，2021年度视频播放次数达到了

18万次。此外，我们还把研究成果及专栏文章等刊登在 RIETI

的日语、英语和中文的网站及 Twitter和 Facebook上，并

于每周四发行 RIETI Newsletter（英文版 RIETI Report隔

周周五发行），每季度发行一期（英文版每年发行一期）宣传

杂志《RIETI Highlight》。汇集研究成果出版了八册书籍，举

办了八次面向媒体的学习例会。

①举办公开研讨会

　　围绕"工作方式与健康"、"新冠疫情对社会的影响"、
"EBPM"、"多边主义的理想方式"、"新资本主义"等广泛领
域的社会课题，举办了 62次公开网络研讨会。

2021年10月21日2021年10月21日

RIETI政策研讨会RIETI政策研讨会

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

　　RIETI以"工作方式与健康"为核心，集结了经济学、产

业保健心理学、产业医学和传染病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

开展了跨学科研究（"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的研究
（2016年 12月 9日～2018年 11月 30日，研究课题主

任：山本勋）及（2019年 8月 12日～2021年 7月 31日，

研究课题主任黑田祥子）"）。

　　本次研讨会以"健康经营与生产率"为主题，从"健康经
营能提高企业业绩吗？"、"健康能提高生产率吗？"等视角出
发，旨在把通过该研究课题获得的部分知识见解向一般大众广

泛传播。在研讨会后半部分的嘉宾讨论中，以"新型劳动方式
与健康经营"为题，探讨了在新冠疫情下劳动方式变化与健康

经营之间的关系。在全社会对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不断取得共

识的发展进程中，可以预测，今后企业难以进行整齐划一的健

康管理。嘉宾们围绕今后新型劳动方式与企业健康管理的最佳

方式，从三个学术领域（经济学、产业保健心理学、产业医学

和传染病学）汇集了知识见解，展开了讨论。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02101/info.html

2021年11月10日2021年11月10日

东北大学 -RIETI合办政策研讨会东北大学 -RIETI合办政策研讨会

新冠疫情改变的社会

　　新冠疫情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命，同时扰乱了经济社会活

动，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导致了严重的危机。本次研讨

会首先概观历史上的鼠疫、天花、西班牙流感等传染病流行给

社会带来了什么，人类又是如何抵抗这些疾病的。继而从不同

视角讨论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新冠疫情使消

费行为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对家庭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给日常生活蒙上的阴影与精神压力的影响使人们的出行

发生了哪些变化等问题。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11001/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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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3日2021年12月23日

RIETI EBPM政策研讨会RIETI EBPM政策研讨会

从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看EBPM

　　为防止新冠疫情蔓延，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在制

定这些政策时使用了哪些依据？经济学如何面对新冠疫情问

题？在政府的新冠疫情分组会上，经济学家们的知识见解发挥

了什么作用？政策效果如何？本次研讨会通过新冠疫情对策探

讨了 EBPM（循证决策）的最佳方式。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22301/info.html

2022年2月8日2022年2月8日

RIETI-ANU政策研讨会RIETI-ANU政策研讨会

大国间战略竞争时代的多边主义展望： 

超越CPTPP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战威胁到迄今为亚太地区带

来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多边经济秩序，使基于规则的多边经

济秩序受到挑战。WTO陷入了功能瘫痪，治理高速增长的数

字经济的现代国际规则也尚不完善。

　　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对经济安全保障的关注度不断高涨

的形势下，本次研讨会探讨了应如何提升基于规则的地区秩

序，怎样让美国参与亚太事务，促进中国遵守多国承诺的基于

规则的秩序，加强东盟的核心作用等各种各样的方策。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2020801/info.html

2022年3月23日2022年3月23日

RIETI-CEPR研讨会RIETI-CEPR研讨会

探索新资本主义

　　日本政府致力于实现以"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和"新
冠疫情结束之后发展新社会"这一全新概念的新资本主义。在

新资本主义下，除了日本经济生产率下降、国际竞争力衰退等

问题之外，还有气候变化和科技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等课题需

要解决。

　　本次研讨会，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专家围绕岸田政府倡导的

"新资本主义"，以"气候变化与经济动态"和"全球价值链
（GVC）抵御地缘经济冲击的能力"为主题交换意见，探讨解

决世界与日本课题的途径。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2032301/info.html

②举办BBL（Brown Bag Lunch）讲座

　　利用午餐时间举办的 BBL讲座，本年度通过互联网举办

了 42次，涉及新冠疫情后的世界经济、中美关系与世界形势、

数字经济等丰富多彩的即时性议题。

　　日美欧亚学术第一线的有识之士汇聚一堂，收集并讨论全

球热点话题，通过网络研讨会形式举办了 13次具有政策建议

性的"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GIS）"讲座。此外，

与经济产业省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联手，举办了

9次"DX系列讲座"，邀请领跑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家和技术
人员作为主讲人发表演讲。（参见 P.81 BBL 讲座）

2021年4月20日2021年4月20日

Revitalising Multilateralism: 
Pragmatic Ideas for the New 
WTO Director-General

理查德·鲍德温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Richard Baldwin）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教授）

Simon J. EVENETTSimon J. EVENETT
（圣加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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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7日2021年5月27日

【日本、东盟商务周特别BBL网上讲座】【日本、东盟商务周特别BBL网上讲座】

东南亚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从与中美的关系思考

相泽 伸广相泽 伸广
（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边见 伸弘边见 伸弘
（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 LLC执行董事、合
伙人、首席策略师）

2021年6月2日2021年6月2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习近平政权与科学技术： 

“中国梦”改变国际秩序

益尾 知佐子益尾 知佐子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2021年6月15日2021年6月15日

竞争政策经济学 

人口减少、数字化、产业政策

大桥 弘大桥 弘
（RIETI教职研究员兼研究项目主任，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院长、教
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2021年7月8日2021年7月8日

【DX系列讲座】【DX系列讲座】

区块链的现今：数字所有权以及 

数据管理的最新事例

Chris DaiChris Dai
（株式会社RECIKA总裁）

2021年9月6日2021年9月6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as 
Growth Strateg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de Rules

风木 淳风木 淳
（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贸易管理部部长（兼）大臣官房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统
筹协调官）

2021年9月10日2021年9月10日

DX（数字化转型）的思考方式

西山 圭太西山 圭太
（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原METI商务
信息政策局局长）

池田 阳子池田 阳子
（RIETI顾问研究员，内阁官房数字市场竞争本部事务
局参事官助理）

2021年9月16日2021年9月16日

进化思考与创新战略

太刀川 英辅太刀川 英辅
（NOSIGNER代表，进化思考家，设计策划专家，JIDA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庆应义塾
大学特别招聘副教授，2025大阪关西万博会日本馆基本构想创意者）

2021年10月15日2021年10月15日

【DX系列讲座】【DX系列讲座】

Business Reinvention of 
Japan and DX: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lrike SCHAEDEUlrike SCHAEDE
（Professor of Japanese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21年10月19日2021年10月19日

Autocratization Turning Viral 
in Pandemic Times

Staffan I. LINDBERGStaffan I. LINDBERG
（Professor & Director, V-Dem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2021年11月19日2021年11月19日

设计与知识产权：设计经营声明之后

西垣 淳子西垣 淳子
（RIETI高级研究员）

鹫田 祐一鹫田 祐一
（RIETI教职研究员，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
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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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9日2021年12月9日

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 

根据JIP数据库2021以及营业所、

企业数据的分析

深尾 京司深尾 京司
（RIETI教职研究员、研究项目主任，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特任教授，一桥大
学名誉教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

2022年2月2日2022年2月2日

【DX系列讲座】【DX系列讲座】

通过推进智能城市实现地方振兴的

新战略 
―瞄准数字乡村城市国家理念的未来

东 博畅东 博畅
（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咨询部门主任）

2022年2月16日2022年2月16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2030半导体的地缘政治  

谁来控制战略物资？

太田 泰彦太田 泰彦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

2022年3月11日2022年3月11日

APEC: Driving Asia-Paci�c’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Rebecca Fatima STA MARIA
（APEC事务局局长）

③通过rietichannel（RIETI频道）播放视频

　　加强充实视频内容的力度，通过视频介绍研究员、各界人

士针对日本面临的问题的对谈，就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等热

点话题采访相关专家和研究员。截至 2021年度末，有 4000

多人关注 rietichannel，是 2020年度末关注人数的两倍，

视频全年播放次数达到 176500次。

https://www.youtube.com/user/rietichannel（日文）（日文）

④举办媒体学习例会

　　2020年度启动的与媒体互动的每月例会"媒体学习会"，
本年度举办了八次，由资深主讲人就热门话题发表演讲，许多

新闻媒体的论说委员或解说委员等高管参加了学习例会。

4月6日 鹤 光太郎
（RIETI FF，庆应义塾大学研
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解析对专业对口就业的误解

5月18日 川口 大司
（RIETI FF，东京大学研究生
院经济学研究科、公共政策
研究生院教授）

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剥夺就业？
―对理想的最低工资的思考

6月8日 森川 正之
（RIETI所长、CRO，一桥大
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新冠疫情危机与生产率及经济增
长

6月21日 植杉 威一郎
（RIETI FF，一桥大学经济研
究所教授）

新冠疫情冲击与中小企业―企
业如何应对？

7月12日 竹森 俊平
（RIETI SF，三菱UFJ调查与
咨询株式会社理事长）

关于疫苗的各种问题―疫苗外
交、地缘政治学与护照的走向

8月31日 藤井 大辅
（RIETI RAs，东京大学研究生
院经济学研究科特任讲师）

疫苗接种与奥运后的日本经济

12月17日 有马 纯
（RIETI CF，东京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生院教授）

COP26的结果与评估

2月24日 大竹 文雄
（RIETI FF，大阪大学研究生
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经济学是如何与新冠疫情斗争
的？今后将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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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通过网站、Facebook、Twitter发布信息

　　RIETI的网站由日文、英文和中文构成，使用智能手机等

便携式信息终端机也可以访问。网站提供 RIETI 活动的最新信

息，包括研讨会等活动的介绍、新发表的研究论文、论文摘

要、研究员的专栏文章、世界权威学者的专栏"世界视点"
等。

　　2021年度读者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有新冠疫情、宏观经

济、EBPM（循证决策）、创新等。为了进一步适应信息传递

多样化，积极发布研究成果，我们通过 Twitter、Facebook

的内容传送功能、Newsletter（日文版每周四、英文版隔周

五发行）、按照指定的政策分类发送电子短信"最新信息发送
服务"等，即时提供信息服务。（参见 P.67 网站）

网站　https://www.rieti.go.jp/cn/

英文Twitter 
https://twitter.com/RIETI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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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宣传杂志《RIETI Highlight》

　　本研究所发行宣传季刊《RIETI Highlight》，介绍 RIETI

的主要活动的，每期以"特集"的形式介绍当时的焦点话题，

2021年度推出了"新亚洲"、"绿色创新"、"经济安全保障战
略"、"新资本主义"等特集。此外还发行了一期特刊（英文

版），介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国内外著名专

家学者登台发言的研讨会和讲座等 RIETI2021年度的活动。

（参见 P.68 各种宣传资料）

季刊（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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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出版研究著作

　　2021年度作为 RIETI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发行了八册书

籍。（参见 P.66 出版物）

新冠疫情危机的经济学

宮川 努（FF）编著

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 2 
―通商和贸易政策（中文版）

阿部 武司　编著

服务立国论（中文版）

森川 正之（所长・CRO）著

日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  
货币选择的合理性、策略、组合

伊藤 隆敏、 
清水 顺子、 
鲤渊 贤、 

佐藤 清隆　著

服务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经济： 
根据JIP数据库的实证分析与建议

深尾 京司（FF）编

Spatial Economics for Building 
Back Better

Written by  
FUJITA Masahisa, 

 HAMAGUCHI Nobuaki （FF）, 
 KAMEYAMA Yoshihiro

Socio-Life Science and the 
COVID-19 Outbreak

Edited by  
YANO Makoto （Chairman）,  
MATSUDA Fumihiko,  
Anavaj SAKUNTABHAI,  
HIROTA Shigeru （FF）

发明的经济学 
面向创新的知识创造

长冈 贞男（FF）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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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活动

　　RIETI通过与国外大学、研究机关的学者联手，扩大研究

网络，强化研究体制。

　　在与外国研究机构的交流方面，研究所从 2007年开始，

与世界顶级水平的经济智库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MOU：Memo-

randum of Understanding），2022年 3月联合举办了

CEPR-RIETI研讨会"探索新资本主义"。此外，自 2012年

以来，两家机构在发布信息方面也展开合作，RIETI在 CEPR

运营的门户网站 VoxEU上刊载专栏文章等，同时在 RIETI网

站上转载 VoxEU有关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经济不确定性的专栏

文章。

　　2021年 12月，在即将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之

际，我们邀请曾于 2019年签署了MOU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

本研究所的杨伯江所长，举办 BBL讲座。我们还邀请了同样

于2019年签署了MOU的前蒙古国家开发厅长官Bayarsaikhan，

举办 BBL讲座。此外，我们与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及台

湾经济研究院（TIER）长年保持合作关系，每年定期合作举

办研究会，2021年度也举办了研究会。

　　2022年 2月，我们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合作

举办研讨会，讨论了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的最佳方式。此外，还

与位于印度尼西亚、以研究 ASEAN著名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

中心（ERIA）、以及新加坡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合

作举办线上讨论会。

2021年4月7日2021年4月7日

RIETI公开BBL讲座RIETI公开BBL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前蒙古国务厅国务大臣讲述 

“2050年长期愿景”与对日本的期待

　　蒙古共和国于 2019年 10月修改宪法，明确指出实施

"可持续稳定的发展政策"，2020年 5月，在回顾民主化以

后 30年来历程的基础上，制定了今后 30年的长期发展政策

方针"长期愿景 2050"。在本次网络讨论会上，参与制定长

期愿景的前蒙古国家开发厅长官 Bayarsaikhan Banzragch，

用流利的日语阐述了蒙古今后的愿景及与日本合作的可行性。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bbl/21040701.html（英文）（英文）

2021年5月25日2021年5月25日

ISEAS-RIETI联合主办网络研讨会ISEAS-RIETI联合主办网络研讨会

东南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商务贡献

　　联合国于 2015年制定的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为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总体框架，逐渐成为"国际正
义"。各国政府也强烈地认识到，如何协调 SDGs与新冠疫情

后恢复社会经济活动非常重要。鉴于此，本次研讨会就东盟市

场中的 SDGs课题与日本企业的商机展开讨论。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52501/info.html

2021年7月1日2021年7月1日

RIETI-ERIA合办BBL讲座RIETI-ERIA合办BBL讲座

东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

　　东亚地区的新兴国家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东盟成员

国的产业和社会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变化。与此同时，

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开始分裂全球经济。

　　在本次 BBL线上讲座中，东南亚与欧洲的全球供应链问

题专家全面概要地解析了东亚在数字化转型中发生了什么，其

对世界贸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bbl/21070101.html（英文）（英文）

2021年10月7日2021年10月7日

ISEAS-RIETI合办网上研讨会ISEAS-RIETI合办网上研讨会

Climate Action by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继发布 2050年温室效应气体零排放目标之后，日本将

与东南亚各国一道，在区域能源政策、贸易、可再生能源以及

二氧化碳的回收、有效利用和封存扩大等方面加强合作，应对

气候变化。在人们对日本进一步发挥领军作用的热切期待中，

本次研讨会围绕日本的气候变化政策展开了讨论，考察了更深

度参与的可能性。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00701/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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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7日2021年10月27日

2021 RIETI-KIET-TIER Workshop2021 RIETI-KIET-TIER Workshop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in East Asia

　　RIETI与韩国具有代表性的智库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

和台湾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TIER）长年保持

合作研究关系，定期共同举办研究会。继 2020年度之后，

2021年度也通过互联网举办了研究会，就东亚地区从新冠疫

情的影响下恢复问题，从各自的视角进行说明，并展开讨论。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21102701/info.html（英文）（英文）

2021年12月3日2021年12月3日

RIETI公开BBL讲座RIETI公开BBL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

两国将如何继续为世界作贡献？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使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

发生了重大变化。50年来，中日两国始终贯彻和平共处、互

利合作的原则，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两国间的合作关系虽然在不断扩大，却依然存在不少矛盾

和分歧。本次网络讨论会，我们邀请曾于 2019年签署了MOU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IJS，CASS）杨伯江所长作为

主讲人，围绕中日两国今后 50年应如何推进合作进行了讨论。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20301/info.html

2022年2月8日2022年2月8日

RIETI-ANU政策研讨会（前述）RIETI-ANU政策研讨会（前述）

大国间战略竞争时代的多边主义展望： 
超越CPTPP

2022年3月23日2022年3月23日

RIETI-CEPR研讨会（前述）RIETI-CEPR研讨会（前述）

探索新资本主义

签订MOU（备忘录）一览

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韩国）
台湾经济研究院（TIER／台湾）
2010年签订2010年签订

合作举办研究会，定期举行意见交换会议。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美国）
2011年签订2011年签订

接收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llow（国际事务研究员）。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欧洲）

2014年签订2014年签订

合作举办研究会和研讨会，在与欧洲智库合作运作的政策门户

网站互相刊登专栏文章。

IZA Institute for Labor Economics 
（IZA／德国）

2015年签订2015年签订

合作举办研究会，相互刊登网站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IJS, CASS／中国）
2019年签订2019年签订

合作举办讨论会，共享学术信息和资料。

蒙古国家发展部（NDA／蒙古国）
2019年签订2019年签订

双方机关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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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动
研究项目

研究课题一览研究课题一览

I 宏观经济与低生育率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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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领域

Ⅸ 政策评估

SP 特定研究

研究论文

工作论文工作论文（DP）
政策论文政策论文（PDP）
学术论文学术论文（TP）
经专家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一览经专家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一览



研究项目 I　宏观经济与低生育率老龄化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I-1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思想研究 小林 庆一郎 FF 14

I-2 汇率和国际货币（2019年度） 小川 英治 FF 14

I-3 汇率和国际货币（2021年度） 小川 英治 FF 15

I-4 关于自动化（robotization）对劳动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藤原 一平 FF 15

I-5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THORBECKE, Willem SF 16

I-6 人口减少形势下的宏观经济与社会保障政策：企业、个人和差异的动态 北尾 早雾 SF 16

I-7 宏观经济与自动化 藤原 一平 FF 17

研究项目 II　贸易投资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II-1 有关全球化、数字化、新冠病毒大流行下的企业活动实证分析 富浦 英一 FF 18

II-2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V期） 川濑 刚志 FF 18

II-3 全球化与日本经济：企业的应对与世界贸易管理 浦田 秀次郎 FF 19

II-4 全球经济面临的政策课题的分析 石川 城太 FF 19

II-5 有关经济社会网络与全球化关系的研究 户堂 康之 FF 20

II-6 有关直接投资的效果与障碍因素以及政策变化的影响的研究 神事 直人 FF 20

II-7 有关全球供应链的危机与课题的实证研究 张 红咏 SF 20

II-8 重建以可持续为核心国际贸易法体系 中川 淳司 FF 21

研究项目 III　地区经济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III-1 新冠疫情过后的地方经济政策 滨口 伸明 FF 22

III-2 以经济集聚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经济分析——构建经济集聚空间类型与要素分析手法的实证框架 森 知也 FF 22

III-3 有关城市与区域的经济活动的系列空间经济分析 田渊 隆俊 FF 23

III-4 新冠疫情后的地方经济与地方金融的作用 家森 信善 FF 23

III-5 地方振兴的验证与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的地方经济、城市经济 中村 良平 FF 23

III-6 对消费者来说城市的魅力与城市政策 中岛 贤太郎 FF 23

III-7 地理空间、企业间网络和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化 齐藤 有希子 SF 24

研究项目 IV　创新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IV -1 创新能力的建立与激励机制设计：来自微观数据的依据 长冈 贞男 FF 25

IV -2 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 本庄 裕司 FF 25

IV -3 有关创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的研究 元桥 一之 FF 25

IV -4 有关"设计"对组织经营影响的量化验证 鹫田 祐一 FF 26

IV -5 创新、知识创造与宏观经济 榆井 诚 FF 26

研究项目 V　产业前沿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V-1 有关产业组织的基础性政策研究 大桥 弘 FF 27

V-2 人口减少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吉川 洋 FF 27

V-3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2019年度） 植杉 威一郎 FF 28

V-4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2021年度） 植杉 威一郎 FF 28

V-5 使人工智能更为社会接受的制度设计 马奈木 俊介 FF 29

研究课题一览

12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



V-6 新冠疫情下的宏观经济：实证分析与复兴之路 青山 秀明 FF 29

V-7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川滨 升 FF 29

V-8 使用大数据的新指数开发与经济分析：以服务业为中心 小西 叶子 SF 30

V-9 经济主体间的异质性与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 吉川 洋 FF 30

研究项目 VI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VI-1 东亚产业生产率 深尾 京司 FF 31

VI-2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地区间分工与生产率 德井 丞次 FF 32

VI-3 企业发展的动力：根据因果推论的研究 细野 薰 FF 32

VI-4 新冠病毒危机后的资本储蓄与生产率提高 宫川 努 FF 33

VI-5 对人力资本（教育与健康）的投资与生产率 乾 友彦 FF 33

研究项目 VII　人力资本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VII-1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与教育改革 鹤 光太郎 FF 34

VII-2 人事策略的生产率效果与就业体系的变迁 大湾 秀雄 FF 34

VII-3 为实现日本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性研究 西村 和雄 FF 35

VII-4 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的研究 黑田 祥子 FF 35

VII-5 劳动力短缺社会中外国人就业与技术创新相关课题的实证研究 刘 洋 F 36

VII-6 人事策略的生产率效应与经营质量 大湾 秀雄 FF 36

VII-7 为恢复日本经济社会活力并提高生产率的基础研究 西村 和雄 FF 36

VII-8 工资差距与产业动态的关系 神林 龙 FF 37

研究项目 VIII　融合领域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VIII-1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2019年度） 宫岛 英昭 FF 38

VIII-2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2021年度） 宫岛 英昭 FF 39

VIII-3 适应市场升级带来的自我增殖型变化的文理融合研究 古川 雄一 FF 39

VIII-4 为构建文理融合的新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实验性尝试 广田 茂 FF 40

VIII-5 为探索新冠病毒出现后医疗方式的基础性研究 关泽 洋一 SF 40

VIII-6 尖端科技与民主主义：以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共存为目标 尾野 嘉邦 FF 41

研究项目 IX　政策评估
研究课题研究课题 课题主任课题主任 刊登页码刊登页码

IX-1 有关日本劳动市场的实证研究 川口 大司 FF 42

IX-2 EBPM的综合性研究 关泽 洋一 SF 42

IX-3 今后面向企业所得税的方针 佐藤 主光 FF 43

IX-4 使用大型行政数据的教育政策效应微观实证分析 田中 隆一 FF 43

IX-5 循证决策在日本的执行状况 大竹 文雄 FF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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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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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口 阳一 SF 45

SP-3 有关日本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伊藤 新 F 45

SP-4 Global Intelligence Project（有关国际秩序转型与日本中长期竞争力研究） 渡边 哲也 副所长 46

SP-5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冈崎 哲二 FF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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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I-1
经济增长的综合性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思想研究

课题主任：小林 庆一郎 FF
执行期间：2020年4月1日～2022年3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从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思想的角度对日本经

济增长战略（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的相关主题进行综合性

研究。

　　在宏观上，依据宏观经济理论的方法分析欧美国家的急速

普及的长期停滞理论（Secular stagnation hypothesis），

探讨日本和欧美各国未来经济长期增长路线的意义。

　　关于政治思想，我们将在政治学框架内考察代际之间的政

治决策，深入对起源于日本的概念"未来设计"的相关讨论，

验证基于未来世代利益的决策和政策立案的意义和可能性。

　　在公司治理方面，为了找到适合多方利益相关者型资本主

义的治理结构，重点关注员工持股的治理含义。

主要研究成果

政策论文
●不良债权问题的经济学（小林 庆一郎）PDP 22-P-003

I-2
汇率和国际货币（2019年度）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 FF
执行期间：2019年10月1日～2021年9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延续 2017年 7月～2019年 6月设置的"汇
率和国际货币"研究会的内容，展开发展性研究。本课题设定

了"汇率与货币制度的分析"、"结算货币与汇率传递的分析"、
"经常账户、财务余额与贸易结构的宏观分析"三个研究主题，

通过深入研究每个主题，旨在从多角度对经济产业政策提供有

益影响。此外，通过公布 AMU（亚洲货币单位）与 AMU乖

离指标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 25个国家的各产业实际有效

汇率数据、发表 RIETI Discussion Paper、在经专家评审的

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召开国际工作研讨会、在国内外学会报

告研究成果等方式向外界发布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Current Account Dynamics: On Income and Trade Balance 

(YOSHIDA, Yushi; ZHAI, Weiyang) DP 21-E-077
● Invoice Currency Choice und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Es (GOTO, Mizuki; 
HAYAKAWA, Kazunobu; KOIBUCHI, Satoshi; YOSHIMI, Taiyo) 
DP 21-E-080

● Tracking Exchange Rate Determinants amid the Pandemic 
(MASUJIMA, Yuki) DP 22-E-001

出版物

《日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 货币选择的合理性、策略、组合》 
（伊藤 隆敏、清水 顺子、鲤渊 贤、佐藤 清隆　著）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2021年9月 参见参见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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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老龄化

问题。本研究项目开展有助于保持日本的经济活力，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的研究。具体来说，

包括分析亚洲地区的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供应链、国际金融与全球经济的动向、长期经济停滞的机制等。另外，

还包括对老年人追踪数据的分析、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的方向性、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形势变化

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政策建议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宏观经济与低生育率老龄化
研 究 项 目

I
研究项目主任　小林 庆一郎小林 庆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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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汇率和国际货币（2021年度）
课题主任：小川 英治 FF
执行期间：2021年12月1日～2024年5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2

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3年 12月 1日～2024年 5月 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在 2019年 10月至 2021年 9月设置的"汇
率和国际货币"研究会的研究成果之上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具

体内容包括"汇率与货币制度分析"、"结算货币与汇率传递分
析"、"经常项目差额、财政收支与贸易结构的宏观分析"、"汇
率与日本企业的海外业务活动"、"中小企业结算货币选择、汇

率风险管理、出口决策"等五大主题，旨在对经济产业政策提

出多方面政策建议。此外，通过公布 AMU、AMU乖离指标

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 25个国家按行业划分的实际有效汇

率数据，发表 RIETI Discussion Paper，在经专家评审的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举办国际研讨会，在国际上发布学术报告

等形式向外界发布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Regime (YOSHIDA, Yushi; ZHAI, Weiyang; SASAKI, Yuri; 
ZHANG, Siyu) DP 22-E-020

RIETI-IWEP-CESSA Joint Workshop (Online) 
“Exchange Rate, Currency and Trade” 
(2022/1/17) 参见参见P.80

I-4
关于自动化（robotization）对劳动市场 
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课题主任：藤原 一平 FF
执行期间：2019年12月16日～2021年11月30日

课题概要

　　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动化（即引进机器人）会"从人们手中
夺去劳动岗位"。这种担心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发现至少

在 200年前，就有人提出"机械化会替代劳动力"。然而，近

年来，受机械学习、人工智能急速发展的影响，认为"此次不
同于以往（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看法日趋强烈。为

此，出现了许多通过各种假设、使用理论模型展示未来的情境

（模拟结果）的理论性研究，而利用数据对自动化会给至今为

止的劳动市场造成哪些影响等实证性分析比较罕见。实证分析

的结果也处于混沌状态。本研究课题使用新的数据和分析方

法，明示自动化一直以来对劳动市场、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Measuring Robot Quality: Has Quality Improvement Slowed 

Down? (FUJIWARA, Ippei; KIMOTO, Ryo; SHIRATSUKA, 
Shigenori; SHIROTA, Toyoichiro) DP 21-E-054

● Robot Penetration and Task Changes (FUJIWARA, Ippei; ARAI, 
Kosuke; SHIROTA, Toyoichiro) DP 21-E-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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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xchange Rates, and Global 
Imbalances
课题主任：THORBECKE, Willem SF
执行期间：2021年1月18日～2023年6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月

18日～2022年 12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3年 1月 1日～2023年 6月 30日）

课题概要

　　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不仅对人类的健康造成

了严重的伤害，同时还导致经济的动荡。本研究课题的前半部

分，将收集有关此次疫情对世界各地经济的影响及其原因的实

时信息，尝试提出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各个行业的股票价格

是每个国家及时且具有一贯性的数据信息来源。各个行业的股

票价格每天更新，并提供投资者对各个行业状况预测的最新信

息。股价波动可分为宏观经济因素引起的变化和行业特定因素

引起的变化。疫情期间，经济整体衰退等宏观经济因素对多个

行业造成冲击。此外，人员来往减少等也给某些特定行业带来

了严重影响。本研究课题中，我们将使用股票回报数据，尝试

研究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行业所受

影响的状况及其原因。同时使用其他数据以加以补充。例如，

在对危机前的出口业务进行估算后，使用解释变量的实际值来

测算受疫情影响出口减少的程度。然后，利用分析结果，提出

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课题还涉及长期问题。有研究者指出汇率不稳定的

危险。本研究课题将调查汇率如何影响日本、欧洲和其他国家

企业的价格趋势、利润和出口。为此，我们使用传递方程、汇

率风险方程和出口方程等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研究企业保

护自己免受汇率不稳定影响的方法。

　　最后，世界经济失衡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本研究

课题将通过研究分析，提出以贸易保护以外的方式解决经济失

衡问题的方案。

　　本研究在严谨处理实证性依据的基础上，分析新冠病毒疫

情对日本以及各国经济的影响、汇率对贸易的影响、贸易失衡

招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恒常化、产品复杂性如何影响经济冲

击的风险。我们期待通过分析，能够揭示促进复苏、对抗冲击

以及持续增长的政策措施。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Firms: Comrades or Competitors 

(THORBECKE, Willem) DP 21-E-098
● Investigating How Exchange Rates Affected the Japanese 

Economy after the Advent of Abenomics (THORBECKE, Willem) 
DP 22-E-003

I-6
人口减少形势下的宏观经济与社会保障政策：
企业、个人和差异的动态

课题主任：北尾 早雾 SF
执行期间：2021年4月12日～2023年9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4月

12日～2023年 3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4月 1日～2023年 9月 30日）

课题概要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日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激活

宏观经济呢？本研究课题使用各种个人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

据，通过构建形成宏观经济的个别主体差异性模型，精准分析

宏观经济的动向与政策效果。

　　伴随老龄化而来的劳动力明显减少，使日本不得不从税

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市场政策方面实行重大转型。日本

必须有效利用稀缺的劳动力资源，在不妨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锐意改革。本研究课题使用基于微观数据

的精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作为常用研究方法，从人口减少形势

下的企业动态、技术创新与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基于医疗成

本风险的健康保险制度分析、退休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利他

偏好与代际利益协调、收入差距与税收制度等各种政策问题，

开展多方位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Medical Expenditures over the Life Cycle: Persistent Risks and 

Insurance (FUKAI, Taiyo; ICHIMURA, Hidehiko; KITAO, Sagiri; 
MIKOSHIBA, Minamo) DP 21-E-073

● Why Women Work the Way They Do in Japan: Roles of Fiscal 
Policies (KITAO, Sagiri; MIKOSHIBA, Minamo) DP 22-E-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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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
宏观经济与自动化

课题主任：藤原 一平 FF
执行期间：2022年3月8日～2024年8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2年 3月

8日～2024年 2月 29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4年 3月 1日～2024年 8月 31日）

课题概要

　　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动化（即引进机器人）会"从人们手中
夺去劳动岗位"。这种担心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发现至少

在大约 100年前，就有人提出"机械化会替代劳动力"。然
而，这种关系中也有可能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劳动

力的欠缺会促进自动化、机器人的引进。

　　本研究课题首先验证这种相反的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其

次，在相反因果存在的前提下，确认引进机器人和自动化如何

影响以劳动市场为首的宏观经济。

　　近年来，有关机器人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加，但大多使用的

是 1990年代以后的数据，并覆盖全球。本研究课题则将研

究的重点置于 1980年代的日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

是引进机器人的第一次热潮。通过明确为什么机器人投资在

1980年代的日本兴起，有望对创新会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等

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提供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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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II-1
有关全球化、数字化、新冠病毒大流行下的 
企业活动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富浦 英一 FF
执行期间：2020年9月14日～2023年8月31日

课题概要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世界经济陷入混

乱之中。本研究课题使用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日本企业在疫情

大流行中的反应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关系。此外，还将使用大

数据进行流行病对日本贸易影响的相关分析。

　　同时，使用企业微观数据深入分析（1）随着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AI）的普及，在人员流动受到疫情大流行限制的情况

下变得日趋重要的越境数字数据传输以及（2）在全球化中占

据重要地位并能独特有效应对危机的企业内贸易。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为避免新冠病毒感染传播企业减少面对面接触：日本企业的
数字化和全球化关系的调查结果概要（富浦 英一、伊藤 万里、
熊埜御堂 央）DP 21-J-031

II-2
现代国际贸易投资体制的综合研究（第V期）
课题主任：川濑 刚志 FF
执行期间：2020年5月1日～2022年4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课题将根据经济产业政策的重点，继续上一期的课题，

开展下述研究。

1． 数字贸易的多边规则形成：地区经济一体化（FTA、EPA）

中的先进规则、WTO数字贸易谈判、DFFT的个案论点

（着重隐私保护、网络安全）、其它相关论点（多边数字税

制规则、数字平台监管等）等

2． 围绕政府支援的竞争中立性的国际经济法：三边贸易部长

会议的工业补贴法规提案、与"中国制造 2025"相关的
政府支援的市场扭曲与WTO协议整合性、分领域研究

（飞机、造船、半导体）

3． WTO判例和纷争解决程序研究：近期的WTO专家组和

上诉机构报告的研究、上诉机构危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关于"目标倾销"——WTO协议解释的成就与局限（宫冈 邦
生）DP 21-J-034

●欧洲法院Schrems II案判决对跨境数据流通影响的考察——聚焦
对日本倡导的DFFT构想的影响（渡边 翔太）DP 21-J-035

●"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的动向（渊 圭吾）
DP 21-J-038

●美国批评WTO专家组——重新研究TBT协议"合法监管的差异"
（内记 香子）DP 21-J-051

●数字贸易协议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与数据管理（石井 由梨佳）
DP 22-J-004

　　对国内外经济的深刻理解，在进行经济产业政策立案时不可或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相

关的研究变得日趋重要。尤其是在全球范围的不确定性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要求我们适应政策发展形势，并

从长远角度掌握政策趋势。为此，我们针对国际贸易、海外直接投资以及实体经济中各种各样的国际经济活

动，利用包括政府统计的个案数据和基于原始调查的微观数据等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同时从经济学和法律的

角度对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他国的贸易政策、国际贸易规则、企业的全球扩展等进行研究。

贸易投资
研 究 项 目

II
研究项目主任　富浦 英一富浦 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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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化对数字平台运营商的监管——以反垄断法为重点（川岛 
富士雄）DP 22-J-009

●智能城市的国际标准化——中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草案"呈现的规则制定现状（内记 香子）DP 22-J-015

政策论文
●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 】欧盟诉俄罗斯部分农
产品和工业品关税措施案（DS485）——具有moving target
以及系统性适用的措施（清水 茉莉）PDP 21-P-013

●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 】俄罗斯-铁路设备案
（DS499/R,499/AB/R）——TBT协议第5条解释框架的明确化
（平家 正博）PDP 21-P-014

●有关中国明确表示有意加入CPTPP背景的考察（渡边 真理子、
加茂 具树、川岛 富士雄、川濑 刚志）PDP 21-P-016

● 【WTO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 】澳大利亚平装烟草措
施案（WT/DS435/441/458/467/R, WT/DS435/441/
AB/R）——以抑制消费为目的的商标使用权限制措施的WTO协
议整合性（伊藤 一赖）PDP 22-P-004

II-3
全球化与日本经济： 
企业的应对与世界贸易管理

课题主任：浦田 秀次郎 FF
执行期间：2020年5月11日～2022年4月30日

课题概要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究其原因，是

由于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促使商品、货币和人员的积极跨境

流动，而迅速发展的全球化使部分人受到损害，他们举起了反

对全球主义的旗帜。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

依靠了全球化。从中长期和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促进

了经济增长，但从短期和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也会带

来某些危害。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就全

球化（特别是贸易的扩大）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同

时通过分析支撑全球化的世界贸易制度的现状和问题所在，旨

在为日本政府贸易政策的立案做出贡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Impacts of Firm GVC Participation on Productivity: A Case of 

Japanese Firms (URATA, Shujiro; BAEK,Youngmin) DP 22-E-021
● Fixed Costs in Exporting and Investing (BAEK, Youngmin; 

HAYAKAWA, Kazunobu) DP 22-E-023
● How Does the Reform of Rules of Origin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in Importing Countries? (HAYAKAWA, Kazunobu; YAMANOUCHI, 
Kenta) DP 22-E-025

II-4
全球经济面临的政策课题的分析

课题主任：石川 城太 FF
执行期间：2020年6月1日～2022年5月31日

课题概要

　　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

的好处。但是，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各种挑战。针对这些挑战，

本研究课题选择在经济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五个问题，从国际经

济学主要理论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旨在为政策制定和政策运

营提供建议。其中，①、④和⑤是与 RIETI中期目标中具体提

到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低生育率老龄化导致的人口减少加
剧"直接相关的研究。②和③是与无形资产数字化和经济的数

字化密切相关的研究，这也是中期目标的关键词――实现

"Society5.0"的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①以地球变暖为首的环境问题

②使用价格转换的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

③数字经济下的贸易政策

④贸易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扩大

⑤全球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Carbon Tax and Border Tax Adjustments with Technology and 

Location Choices (CHENG, Haitao; ISHIKAWA, Jota) 
DP 21-E-030

●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and Trade, Reconsidered (ARA, 
Tomohiro) DP 21-E-032

● Wake Not a Sleeping Lion: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Decision 
Rights in Multinationals (MUKUNOKI, Hiroshi; OKOSHI, Hirofumi) 
DP 21-E-036

● Innovation for Tax Avoidanc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OKOSHI, Hirofumi) DP 21-E-038

● The Resilience of FDI to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Industrial 
Linkages (KATO, Hayato; OKUBO, Toshihiro) DP 21-E-044

●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Gender Gaps: A Model-based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SASAHARA, Akira; MORI, Hiroaki) 
DP 21-E-076

● Assessing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AIREBULE, Palizha; CHENG, 
Haitao; ISHIKAWA, Jota) DP 21-E-099

● Carrying Carbon? Negative and Positive Carbon Leakage with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HIGASHIDA, Keisaku; ISHIKAWA, Jota; 
TARUI, Nori) DP 21-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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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有关经济社会网络与全球化关系的研究

课题主任：户堂 康之 FF
执行期间：2020年8月17日～2022年7月31日

课题概要

　　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其中

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全球经济网络涌入的经济冲击助长了对全球

化的反抗情绪，而人类固有的封闭性也加强了反全球化。本研

究课题通过对以下两项内容进行实证性验证，为保护主义的抬

头提出政策建议。

（1） 经济冲击如何通过在国内外扩展的企业网络蔓延，通过

什么样的政策干预能够减轻负面冲击的蔓延。

（2） 通过外部干预产生的跨地区社会交流能否减轻人类固有

的封闭性。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How Do Disasters Change Inter-Group Perceptions? Evidence 

from the 2018 Sulawesi Earthquake (KASHIWAGI, Yuzuka; TODO, 
Yasuyuki) DP 21-E-082

II-6
有关直接投资的效果与障碍因素以及 
政策变化的影响的研究

课题主任：神事 直人 FF
执行期间：2020年11月2日～2023年4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0年 11

月 2日～2023年 1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2月 1日～2023年 4月 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聚焦对日直接投资（FDI）对国内经济的效果

与障碍因素，就政策变化和企业财务约束等因素对 FDI和跨

国企业活动的影响展开分析。具体内容包括：（1）有关对日

FDI的效果和障碍因素的研究，（2）有关对内直接投资与劳

动力市场环境、外资工资溢价的研究，（3）有关财务制约对

FDI的所有权结构影响的研究，（4）有关政策变化给对内直

接投资以及跨国企业活动带来的影响的研究等。通过设定上述

四个主题开展研究。我们为每个主题设置几项子主题，以便突

出分析的重点所在。本研究课题力求在为外国直接投资研究做

出学术贡献的同时，针对日本对内直接投资的扩大提供政策上

的启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被外国企业收购？：使用个人对内投资偏好调
查的实证分析"（伊藤 万里、田中 鲇梦、神事 直人）
DP 22-J-001

● Why Do People Oppose Foreign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Individual-Level Data (ITO, Banri; TANAKA, Ayumu; 
JINJI, Naoto) DP 22-E-002

● Individual Preferences Toward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njoint Survey Experiment (TANAKA, Ayumu; ITO, Banri; JINJI, 
Naoto) DP 22-E-005

● Third Country Effects of Trump Tariffs: Which Countries Benefited 
from Trump's Trade War?（ITO, Tadashi) DP 22-E-007

● The Effects of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on Japan's Trade 
(ITO, Tadashi) DP 22-E-019

II-7
有关全球供应链的危机与课题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张 红咏 SF
执行期间：2021年2月15日～2023年7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2月

15日～2023年 1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2月 1日～2023年 7月 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根据使用大型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新冠疫情

的全球蔓延（大流行）、贸易摩擦、英国脱欧（Brexit）等外

部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对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的影响。通过阐

明这些冲击如何通过全球供应链和企业之间交易关系扩散和放

大，并影响到整个经济，推动对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理解。其

中，利用企业间交易关系数据和调查日本企业在国内外经营活

动的政府统计调查问卷信息，测算每个企业的供应链上游程

度，同时，构建企业主观层面不确定性指标，有实际数据阐明

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与供应链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课

题还计划分析供应链的实际状况、结构要素以及贸易投资的影

响、跨国公司和结构变化。基于本研究课题获得的相关依据，

为全球供应链的形成、重组和增韧提供了政策启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中国的产业补助与上市企业的创新活动——微观数据分析（张 红
咏）DP 21-J-052

● Multinational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LVIAREZ, Vanessa; 
CHEN, Cheng; PANDALAI-NAYAR, Nitya; VARELA, Liliana; YI, 
Kei-Mu; ZHANG, Hongyong) DP 21-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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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8
重建以可持续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法体系

课题主任：中川 淳司 FF
执行期间：2022年1月12日～2024年6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2年 1月

12日～2023年 12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6月 30日）

课题概要

　　以自由化为核心创建并发展的战后国际贸易法体系的合理

性受到质疑。首先，在这种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并

没有消除国内差距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其次，国际贸易

法体系无法有效约束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行为。第三，随着全

球性的各种问题日益严重，国际贸易法体系无法有效应对。本

研究课题通过探讨重建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法体系，

寻求克服上述问题所表现出的战后国际贸易法体系合理性危机

的可能性。

属于贸易投资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属于贸易投资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21202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其他））

■属于2020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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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

工作论文

● Horizontal Foreclosure with Vertically Shared Large Value: 
Qualcomm's License Fee Contracts and Anti-Monopoly 
Decisions by Government in China's Smartphone Integrated 
Circuits Market, 2011-2014 (WATANABE, Mariko) 
DP 21-E-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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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III-1
新冠疫情过后的地方经济政策

课题主任：滨口 伸明 FF
执行期间：2021年1月4日～2023年6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月

4日～2022年 12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1月 1日～2023年 6月 30日）

课题概要

　　新冠病毒疫情扩大的影响再次突显了地方经济面临的挑

战。首先，努力通过利用 IT技术改变商务模式和行政，即

"数字化转型"来提高企业生产率，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全球

趋势，但是在地方还处于滞后状态。其次，人口过于集中在东

京，造成疫情扩大难以控制。第三，地方尖端创业企业的创造

能力薄弱。第四，入境旅游增加了地方的游客数量，但对地方

收入的回报较小。本研究课题将着重就伴随数字化和远程办公

普及出现的人口动态、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旅游业的高附加

值化进行现状分析，开展政策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Spatial Gaps in Minimum Wages and Job Search of Young 

Workers (HAMAGUCHI, Nobuaki; KONDO, Keisuke) 
DP 22-E-022

III-2
以经济集聚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经济分析 
——构建经济集聚空间类型与要素分析手法的 
实证框架

课题主任：森 知也 FF
执行期间：2019年1月7日～2021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聚焦都市集聚的普遍性选址形态——先进经济，构

建使用基于多产业、多地区经济集聚模型定量评估人口、产业

集聚以及地区间贸易结构变化的诱导型回归模型和结构模型的

实证分析框架，采用日本的数据验证其实用性。前者，聚焦高

速公路、新干线网络等运输网络完善的效果，就都市、产业集

聚与地区经济圈的反应，使用日本的数据进行定量评估，并在

地区贸易结构的分析中，构建统筹型回归分析框架，使用方言

数据对以往只作为黑匣子来考量的源于历史性、文化性要素中

积蓄的地区间偏好差异的贸易要素进行明确的定量化。后者，

开发纳入集团博弈运筹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多元非线性体系的

系统性均衡选择手段，根据蒙特卡罗模拟定性经济稳定均衡性

质。其中重点置于在多产业、多地区集聚经济模型中再现现实

都市的人口规模、空间分布以及产业结构的定性性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Centrality Bias in Inter-city Trade (MORI, Tomoya; WRONA, Jens) 

DP 21-E-035
● Culture, Taste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esting the Localized 

Taste Hypothesis (GUERRERO, Cecilia; MORI, Tomoya; WRONA, 
Jens) DP 21-E-047

　　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本研究项目根据"位置"或"地区"的特征将因地制宜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 PBPs）体系化。大城市在创新和国际竞争中发挥先导作用方面备受期待，因此，对大城市，明确

利用集聚的经济优势，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参与者，以抑制拥堵等有害影响。在地方，创造性、继

承性地利用各个地区特有的区域资源，开展高附加值生产活动，促进结构性转换，明确网络、社区和制度设

计的理想方式。此外，还将研究优化大城市和地方之间平衡的政策。

地区经济
研 究 项 目

III
研究项目主任　滨口 伸明滨口 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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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论文
●基于城市集群秩序的地方政策的宏观视角（森 知也）

PDP 21-P-012

III-3
有关城市与区域的经济活动的 
系列空间经济分析

课题主任：田渊 隆俊 FF
执行期间：2019年11月5日～2021年10月31日

课题概要

　　无论是城市经济还是区域经济都与国际贸易和劳动市场密

不可分。本研究课题多角度分析在全球化和低生育率老龄化日

趋严重的情况下，实现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要

素。此外，就不同收入阶层和文化习惯的人种如何在空间上融

合抑或分离进行选址问题，使用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

析，弄清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在不同水平上出现经济差距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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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融合，

旨在从福利经济学和社会性角度提出理想的城市区域政策。

III-4
新冠疫情后的地方经济与地方金融的作用

课题主任：家森 信善 FF
执行期间：2020年9月14日～2022年8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通过明确新冠病毒感染（COVID-19）的影

响，研究地方金融能够在地方从动荡中实现复兴做些什么。首

先，通过实施企业问卷调查，弄清针对 COVID-19实施的各

种政策的使用状况以及地方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的状况。其次，

使用 RIETI现有的调查结果以及我们的调查结果分析在人口减

少的社会趋势中人们对地方金融机构提出的支援要求（如人才

介绍行业、创业支援）以及作为经营实体的应对策略（经营整

合等）。第三，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分析地方经济对于外部冲击

的弹性以及地方企业的应对情况。

III-5
地方振兴的验证与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的 
地方经济、城市经济

课题主任：中村 良平 FF
执行期间：2020年10月 1日～2023年9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考察新冠病毒疫情与地方经济的未来。在经历

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依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以及远程办

公的普及、因大城市周边的风险而迁居地方的进展等，根据上

述前提，思考富有成果的第二阶段地方振兴策略。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下列课题。

（1） 验证地方振兴，基于地区间资金流量估算重新考察地方

的盈利能力（网络和货币流通、吸引工厂的有效性），展

望将新冠疫情纳入考量的第二阶段的前景

（2） 分析因电子商务发展引起的地方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对地

方经济的影响（努力解决消费流失问题）

（3） 地方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绩效，以及年轻经营者的涌入与

地方振兴

（4）产品独特性、高质量性和地方经济

（5） 多重平衡的存在与城市演化的空间结构模拟（新冠病毒

疫情之后的东京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关系）

III-6
对消费者来说城市的魅力与城市政策

课题主任：中岛 贤太郎 FF
执行期间：2020年10月1日～2022年9月30日

课题概要

　　关于城市的优势，现有的城市经济学，尤其在实证研究方

面一直将研究的重点置于生产侧面的集聚经济。另一方面，城

市不仅为居民提供生产活动（就业）机会，而且还提供各种消

费和便利设施。但是，由于缺乏有关城市居民的社会和经济活

动的全面数据，对生产和就业以外的城市优势的实证分析尚未

取得进展。本研究课题旨在从实证上验证城市居民消费和使用

便利设施所带来的城市集聚的优势。本研究课题具体开展以下

两项研究。首先，根据安装在手机中的 GPS位置信息，使用

城市居民的移动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掌握通勤以外的城市居民

移动行为（迄今由于缺乏相应数据而难以实现），从实证上掌

握城市居民的购物等多样化移动行为需求，并进行模型化，评

估城市政策（运输基础设施、分区等）的经济福利。其次，研

究利用这种城市集聚的有效土地使用方式。限制土地使用是为

了减轻城市拥堵而引进的，但是同时也具有破坏集聚经济的作

用。为设计最佳的土地使用法规，需要准确测算限制成本和收

23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

研
究
活
动



益。本研究课题将对土地使用限制的成本进行推算。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Land Use Regulation on Land Price: At 

the Kink Point of Building Height Limits in Fukuoka (NAKAJIMA, 
Kentaro; TAKANO, Keisuke) DP 21-E-088

III-7
地理空间、企业间网络和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化

课题主任：齐藤 有希子 SF
执行期间：2020年11月2日～2023年4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0年 11

月 2日～2022年 10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2年 11月 1日～2023年 4月 30日）

课题概要

　　企业的生产活动建立在复杂的企业间网络之上，而建立更

好的网络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但是，在超老龄化社会中，日本

整体上企业数量逐渐减少，国内的企业间网络也逐步缩小，这

种状况在地方尤为明显。此外，在企业的新陈代谢方面，因法

人代表老龄化而自主关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因破产而关闭的比

例，考虑到自主关闭的连锁反应，为提高宏观生产率，需要研

究企业的选择机制，新冠疫情冲击也加速了企业自主关闭。此

外，我们认为新冠疫情冲击带来了伴随网络构建和人员流动的

地理因素的重大变化。本研究项目将考察低生育率老龄化、地

方的问题、新冠疫情之中以及新冠疫情过后的宏观结构变化，

就如何活用企业网络，聚焦地理性因素，分析企业间的交易网

络以及知识生产活动的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旨在获得政策

性启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The Role of Face-to-face Contact in Innovation: The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in Japan (INOUE, Hiroyasu; 
NAKAJIMA, Kentaro; OKAZAKI, Tetsuji; SAITO, Yukiko) 
DP 22-E-026

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属于地区经济研究项目但未纳入20212021年度研年度研
究课题的研究成果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其他））

■属于2020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有关紧凑城市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近藤 惠介 F
执行期间：2017年9月19日～2019年8月31日

工作论文

●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ompact City Policy on Incumbent 
Retailers: Evidence from Toyama City (IWATA, Shinichiro; 
KONDO, Keisuke) DP 21-E-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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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IV-1
创新能力的建立与激励机制设计： 
来自微观数据的依据

课题主任：长冈 贞男 FF
执行期间：2020年7月20日～2022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提高日本工业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对于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

至关重要。本研究课题将创新能力与激励机制作为关注焦点开

展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利用科学的能力、（2）全

球竞争与对世界知识和人才的利用、（3）"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传播及其动力、（4）研发效果的适度理解：不确定性、创

新和溢出效应、（5）研发的支持政策、（6）科学发明的商业

化与知识产权制度。

主要研究成果

出版物

《发明的经济学 面向创新的知识创造》（长冈 贞男　著） 
日本评论社，2022年3月 参见参见P.66

IV-2
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

课题主任：本庄 裕司 FF
执行期间：2020年7月6日～2022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近年来，在创业和中小企业领域，"创业生态系统"或

"启动生态系统"逐渐形成，贯穿生态系统的创业和创新受到

广泛关注。在创业生态系统中，通过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和要

素之间的结合有望形成有效创业。具体来说，促进（潜在）创

业者、天使投资人，风投、大学研究人员等不同的个人和组织

之间的结合，培养精通国家或地方的人力资源、资金和技术等

生产要素的关系和循环的创业者。换句话说，由于创业生态系

统是基于个人或组织能够充分展现各自专业领域能力的分工互

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适用于多元化社会的系统。这样

的认识对于高效的技术种子商业化是十分有益的。此外，本研

究不仅关注创业生态系统中组织之间的结合，而且还从时间序

列的角度关注从创业到发展的每个阶段的分工，提出对伴随企

业发展出现的所有权和管理变更（交替）以及分工效果的见

解，验证促进创新的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Graduation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Firms from Junior Stock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HONJO, Yuji; 
KURIHARA, Koki) DP 21-E-049

● Effects of the Quality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on Venture 
Finance: Evidence from University Spinoffs in Japan (FUKUGAWA, 
Nobuya) DP 22-E-006

IV-3
有关创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的研究

课题主任：元桥 一之 FF
执行期间：2021年6月7日～2023年9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6月

7日～2023年 3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新知识的创建及其在解决经济性或者非经济性问题上的应用是创新的根基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不

例外。本研究项目开发可掌握创新过程的原始数据，并基于这些原始数据开展有助于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加

快创新政策制定的分析。具体内容包括构建促进包括产业创新能力、政府研发支持政策、垂直分工等促进

创新的产业组织结构机制，分析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标准制度以及产学合作。从国际性的高度开展

研究，对创新绩效进行国际比较。

创新
研 究 项 目

IV
研究项目主任　长冈 贞男长冈 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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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4月 1日～2023年 9月 30日）

课题概要

　　开放式创新的形态，不仅一对一的技术交流，涉及大企

业、风险企业以及大学等由多方参与者形成的生态系统也日益

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受到国立大学的法人化等科技部门制度改

革、近年来推行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带来的经济数字

化以及平台业务兴起等的影响。本研究课题针对在企业战略和

创新政策方面都十分重要的创新生态系统，聚焦其形成过程和

参与者的激励机制开展研究。围绕形成生态系统的重要条件，

即"共同的经营资源（平台资源）"带来的经济外部效应，通

过互联网平台、技术标准化、大学等公共知识利用、区域创新

集群等实例推进研究。

IV-4
有关“设计”对组织经营影响的量化验证

课题主任：鹫田 祐一 FF
执行期间：2021年10月18日～2022年12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0

月 18日～2022年 6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2年 7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面向日本国内约 50家企业，对各组织内部成

员就组织的设计部门的贡献进行统一问卷调查，使用多变量解

析和人工智能等量化方法对结果进行详细分析，实现本质性理

解。由此确定组织中设计部门的贡献是在组织之间进行量化比

较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在企划这一研究方法时，一桥大学数据设计研究中心已经对四

家企业（索尼、松下、富士通、资生堂）进行了研究。根据该

研究结果，设计组织的 KPI由"产品开发能力"、"信息提供"、
"品牌一致性"、"输出速度"、"成本"五大要素构成（累计贡

献率为 89.271％），使用五大要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

设计组织内部对设计组织绩效的总体满意度。但同时也有人提

出，对五大要素总满意度的相关性在四家企业之间存在很大差

异。因此，在本研究课题中，将调查范围扩大到约 50家企业，

再次验证先行研究的成果，并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此

外，通过分别评估五大要素，构建人工智能预测系统，评估整

体满意度，使企业可以轻松模拟或自我比较企业内设计部门对

经营的贡献。

相关网站
关于"设计经营标准KPI的制定"研究（日文） 
https://hddrc.net/d-kpi/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进化思考与创新战略" 
（2021/9/16） 参见参见P.82

"设计与知识产权：设计经营声明之后" 
（2021/11/19） 参见参见P.82

IV-5
创新、知识创造与宏观经济

课题主任：榆井 诚 FF
执行期间：2022年1月11日～2024年6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2年 1月

11日～2023年 12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6月 30日）

课题概要

　　数字技术、环境技术等发展迅猛、社会需求旺盛的新技术

在社会上的实际应用，在促进产业振兴，增加宏观经济的就业

和收入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生活方式，是改善福利的根本因

素。本研究课题，在决定 GDP和就业总量的宏观经济模型中

引入产业、地区、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以及以学术论文为代表

的科学层面，定量分析创新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以资促

进创新的政策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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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V-1
有关产业组织的基础性政策研究

课题主任：大桥 弘 FF
执行期间：2020年10月19日～2022年9月30日

课题概要

　　除了 5G等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在应对新冠疫情中，使

用 ICT（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取得巨大进展。

在国内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新的供给限制将成为日本经济

增长的主要障碍。此外，以往均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动摇，社

会迈向以个体多样性为中心寻求新方向的时代。本研究课题基

于这种社会经济背景，重点关注个别特定产业和市场，展开深

入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电力制度的经济学I：供电、电源连接、电网增强（金本 良嗣）

DP 22-J-013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竞争政策经济学　人口减少、数字化、产业政策" 
（2021/6/15） 参见参见P.81

V-2
人口减少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执行期间：2019年8月5日～2021年7月31日

课题概要

　　弄清严重的人口减少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人口减少，伴

随着老龄化，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本研

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以及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这一影响。

以经济增长理论、网络理论、个别经济主体等相关微观理论等

为理论框架，以劳动市场的供求、资产价格形成、家庭经济的

消费行为等为分析对象。通过多方面的分析，从整体上弄清人

口减少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经济泡沫时期日本的土地交易和资本收益/损失的后果（宇南山 
卓、吉川 洋）DP 21-J-033

● Optimal Wealth Taxation in the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with 
Unemployment (HIRAGUCHI, Ryoji) DP 21-E-056

● Place-Based Polic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LAPOINT, Cameron; SAKABE, Shogo) DP 21-E-059

● Decomposition Approach Applied on the Effects of Taxes and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Siz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Japan (OHNO, Taro; 
KITAMURA, Yukinobu; MIYAZAKI, Takeshi) DP 21-E-062

●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ccording to HANK (INOSE, Junya) 
DP 21-E-070

　　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以及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逐渐成为现实，为有效适应技术性进步，

要求日本重新设计社会经济制度，创建新型产业前沿。为了迎接以数据为核心、各种经济活动相互融合的

时代，我们需要在传统的各产业政策外，将跨产业的政策纳入视野，开展有关政策方法的研究，以解决日

本经济面临的课题。

产业前沿
研究项目

V
研究项目主任　大桥 弘大桥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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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2019年度）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执行期间：2019年11月11日～2021年10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计划就企业筹资和企业行为，针对受关注的政策问

题设定研究课题，主要通过使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公布研究

成果。具体以下述内容作为分析对象 : ①信贷市场中政府介入

的效果，②歇业、创业与金融的作用，③日本的金融中介机

构、企业间交易网络的功能，④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

银行行为的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新冠疫情中企业实态调查概要（改订版）企业对新冠疫情危机的
应对与政策支援措施：基于研究调查的分析（植杉 威一郎、小野 
有人、本田 朋史、荒木 祥太、内田 浩史、小野冢 祐纪、川口 大
司、鹤田 大辅、深沼 光、细野 薰、宫川 大介、安田 行宏、家森 
信善）DP 21-J-029

●日本的银行流动性创造指数（郡司 大志、小野 有人、镇目 雅
人、内田 浩史、安田 行宏）DP 21-J-047

●日本金融中介成本的长期推算（郡司 大志、小野 有人、镇目 雅
人、内田 浩史、安田 行宏）DP 21-J-048

●使用机械学习技术的账户级异常检测（宇速 哲平、近藤 聪、白
木 研吾、真田 贵央、须崎 公介、宫川 大介）DP 21-J-049

● The Size of Micro-originate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An analysis 
of firm-level input-output linkages in Japan (Yoshiyuki ARATA; 
MIYAKAWA, Daisuke) DP 21-E-066

● Technical Inefficiency and Firm Behavior: A Panel Study of 
Japanese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Firms (OGAWA, 
Kazuo) DP 21-E-068

● Effect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Cash Holdings: Evidence from Japan (FUJITANI, 
Ryosuke; HATTORI, Masazumi; YASUDA, Yukihiro) DP 21-E-069

● Distant Lending for Regional Small Businesses Using Public 
Credit Guarantee Schemes: Evidence from Japan (TSURUTA, 
Daisuke) DP 21-E-083

● Does Trade Credit Absorb Adverse Shocks? (TSURUTA, Daisuke; 
UCHIDA, Hirofumi) DP 21-E-089

● Population Aging and Small Business Exits (XU, Peng) 
DP 21-E-091

● We Are Alike: Capital Structure of Japanese SMEs Across 
Prefectures (OZTURK, Huseyin; YASUDA, Yukihiro) DP 21-E-092

V-4
企业金融与企业行为动态研究会（2021年度）
课题主任：植杉 威一郎 FF
执行期间：2021年11月1日～2024年4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1

月 1日～2023年 10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3年 11月 1日～2024年 4月 30日）

课题概要

　　针对新冠疫情蔓延造成的经济冲击，为防止企业资金周转

的进一步恶化，政府面向企业提供了政府所属金融机构贷款和

信用担保贷款等多种支持措施。这些支持措施在减少破产等帮

助企业筹集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部分企业也因此

背负大量债务，即使持有有价值的项目，也会由于以往的债务

无法筹集到新的资金而限制了投资，面临债务悬置（debt 

overhang）的局面。还有些企业需要同时进行业务重组和债

务清算。本研究课题在对企业实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包

括之前调查在内的数据，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后的融资和企业行

为。此外，本研究课题以中小企业为核心，设定了掌握经营不

善企业和利用资金周转支持措施企业的实际情况、实现业务重

振的企业的属性以及验证业务重整成败等相关研究主题，通过

使用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得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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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
使人工智能更为社会接受的制度设计

课题主任：马奈木 俊介 FF
执行期间：2020年9月7日～2022年8月31日

课题概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社会中的普及，近年来各国政府

针对 AI的普及，就如何接受这一能够丰富人类生活的技术展

开了全面讨论。实际上，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已经就丰富人类

社会的 AI技术提出了的相关准则。但是，将人类价值判断纳

入考量，针对特定的 AI相关技术的利用以及问题的解决方式，

尚无基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依据的政策立案。本研究课题旨

在通过考察 AI普及过程中需要考量人类价值判断方面的具体

问题和领域，基于实证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Achieving Inclusive Transportation: Fully Automated Vehicles with 

Social Support (YOO, Sunbin; KUMAGAI, Junya; KAWABATA, 
Yuta; MANAGI, Shunsuke) DP 22-E-017

V-6
新冠疫情下的宏观经济： 
实证分析与复兴之路

课题主任：青山 秀明 FF
执行期间：2020年10月12日～2022年9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利用两年时间，使用本研究小组成员通过高

精度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的 CHPCA方法和网络科学新方法，

理清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现状。

　　新冠疫情无时无刻地发生变化，针对新冠疫情的扩散和收

敛状况的变化，相应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本研究课题将根据

实证数据科学把握，明确政策的影响，明示未来政策的理想方

式。

　　为此，需要对宏观经济学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研究课题设

置下述五个研究主题，并从多个方面开展研究。

（1） 基于对供应链数据模拟推算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对策

（2） 新冠疫情与宏观经济：扩散与收敛

（3） 综合分析各种数据，制作经济指标，预测波及效应

（4） 国际性贸易与投资的微观分析以及国际投资投入产出表

建议

（5） 金融机构内部存取数据构成的支付网络动态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 across Regions (KAWASAKI, Rachael Kei; IKEDA, 
Yuichi) DP 21-E-097

● Complex Global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Geopolitical Risks Indices (SOUMA, Wataru; 
ROMA, Carolina Magda; GOTO, Hiromitsu; IYETOMI, Hiroshi; 
VODENSKA, Irena) DP 22-E-028

V-7
全球化、创新与竞争政策

课题主任：川滨 升 FF
执行期间：2020年12月7日～2023年5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0年 12

月 7日～2022年 11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2年 12月 1日～2023年 5月 31日）

课题概要

　　经济全球化迎来了新局面，竞争政策在创新和经济增长中

的重要性得到认可，不仅在欧美，世界各国也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积极运用竞争法的势头。在日本，为了继续保持经济活力，

必须进一步推进充分利用市场竞争的创新。在其他国家的积极

运作中，日本需要在考虑到国际协调的同时，提出日本经济现

状所必需的竞争政策方面的课题以及应对方法。本研究课题将

根据其他国家的动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学和实际工作中的

知识，探讨在全球化和创新日趋重要的形势下竞争政策的理想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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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
使用大数据的新指数开发与经济分析：
以服务业为中心

课题主任：小西 叶子 SF
执行期间：2021年3月8日～2023年8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3月

8日～2023年 2月 28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3月 1日～2023年 8月 31日）

课题概要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突显了大数据的价值及其快速使用有

利于应对史无前例的紧急状况和政策立案。本研究课题综合政

府统计、行政记录和民营企业的数据，开发直接影响政策立案

和评估的具有较高社会需求的新指标，并进行经济分析。由于

新冠疫情的爆发，许多行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也迫使人们采

取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想了解什么、不了解什

么变得清晰了。本研究课题针对食品和日用品消费的变化、观

光旅游业的未来、日本 EC化率的实际状况、无现金化社会的

渗透率及其经济效应分析等为对象，旨在开发并发布对政府统

计数据具有补充性的经济指标。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从新冠疫情的动荡到新日常生活的转变：使用消费大数据记录两
年时间（小西 叶子、斋藤 敬、金井 肇、伊艺 直哉、水村 纯一、
志贺 恭子、末安 庆太、滨口 凌辅）DP 22-J-006

V-9
经济主体间的异质性与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

课题主任：吉川 洋 FF
执行期间：2021年11月22日～2024年4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1

月 22日～2023年 10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

间为 2023年 11月 1日～2024年 4月 30日）

课题概要

　　日本经济在各个方面都面临可持续性问题。人口减少导致

经济规模萎缩、老龄化带来社会保障负担增加以及需要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等国际性努力做出贡献等都是需要解决的课题。本

研究课题将在经济主体之间不对称性的框架之中，从理论和实

证两方面明确日本经济可持续性的相关问题处于怎样的结构、

带来哪些影响。此外，还将探讨提高税收负担结构和 ESG投

资等的可持续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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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VI-1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执行期间：2021年7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7月

1日～2023年 6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7月 1日～2023年 12月 31日）

课题概要

　　除了人们常常指出的人口减少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之

外，自 200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有形资产投资减少、非

正规就业增加和大量技术工人离职，在 2010年代后半期首

次出现了劳动力质量降低、无形资产投资停滞不前（特别是企

业内部的员工培训和组织资本积累等经济竞争力的投资减少）、

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的赶超等，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日本经

济长期停滞不前，制造业大企业国际竞争力丧失的情况日趋严

重。此外，新冠疫情蔓延之下急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

中美对立导致的国际分工变化将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道路产

生重大影响。

　　本研究课题将通过下述研究，准确掌握日本以及东亚经济

的结构变化，旨在为循证决策的发展战略设计做出贡献。

1） 更新和追溯日本产业生产率（JIP）数据库（与一桥大学经

济研究所合作），以及使用上述数据库具体分析产业层面

的劳动、资本投入（包括无形资产）的变化以及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

2） 修订中国产业生产率（CIP）数据库（与北京大学、一桥

大学经济研究所合作），以及使用该数据库分析中国经济

放缓

3） 与World KLEMS、EU KLEMS、亚洲 KLEMS项目以及

OECD合作进行国际生产力比较分析

4） 根据政府统计企业和营业所数据，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技术进步、企业国际化和新冠疫情等自然灾害对日本经济

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生产率动态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5） 创建详细测算各行业和各通勤地区的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

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新数据库，通过与各都道府县

产业生产率（R-JIP）研究课题合作分析日本地区间生产率

差异的原因以及促进地方振兴政策等的政策效果

6） 扩充基于企业财务数据库的企业数据、以日本、中国和韩

国的上市企业为对象的东亚上市企业数据库（EALC）最

新数据（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学习院大学合作），利

用该数据比较验证研发对生产率产生的效应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根据 JIP数据库2021以及
营业所、企业数据的分析" 

（2021/12/9） 参见参见P.83

出版物

《服务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经济：根据 JIP数据库的实证分析与建议》

（深尾 京司　编）

东京大学出版会、2021年9月 参见参见P.66

　　自 1990年代以来，日本在人均 GDP和实际工资率增长方面已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其他

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停滞和 200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无形资产以及信息通信

技术（IT）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严重停滞。本研究项目更新并完善日本和中国的产业生产率和要素投入相

关数据库（JIP数据库和 CIP数据库）、以及测算各都道府县不同行业 TFP的 R-JIP数据库，通过使用企业

和营业所级的数据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提高生产率并促进投资。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研 究 项 目

VI
研究项目主任　深尾 京司　深尾 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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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2
各地区、各产业数据库的扩充与分析 
——地区间分工与生产率

课题主任：德井 丞次 FF
执行期间：2019年11月11日～2021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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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课题将根据

2008SNA的新基准探讨新 R-JIP数据库的制作方法，制作并

公开 2006年 -2015年期间的新基准 R-JIP数据库。此外，

在制作各都道府县的投入产出表的同时，根据现有的 2005

年该表分析弄清都道府县间的分工结构。本研究课题还将进行

把土地服务投入纳入考量的地区间、产业间的生产率比较分析

以及影响地区生产率的相关要因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有望对地

区间生产率差异的背景提出新的视点。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2011年都道府县投入产出表的制作及其概要（新井 园枝）

DP 22-J-003
● R-JIP数据库2021的推算方法与分析结果（德井 丞次、牧野 达
治）DP 22-J-007

●重新考察地区间服务价格差异与生产率差距——批发、零售价格
差异的推算以及包含转换为基于附加值的价格差异推算（德井 丞
次、水田 岳志）DP 22-J-008

●土地投入与地区间生产率差距（德井 丞次、水田 岳志）
DP 22-J-014

VI-3
企业发展的动力：根据因果推论的研究

课题主任：细野 薰 FF
执行期间：2020年4月1日～2022年3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企业发展的动力"设定为研究主题，通过

将识别因果关系纳入考量的实证分析，提出在政策立案和企业

实践中可供参考的含义。首先，明确"日本先于其他国家面临
的经济问题"（例如老龄化、空心化、业务接班、贸易摩擦、

非传统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和产业发展机制的影响。其次，使

用基于高粒度数据和机械学习的因果推理方法，研究企业和产

业发展机制的因果关系。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arkups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YAMANOUCHI, Kenta) DP 22-E-009
●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Markups (HOSONO, Kaoru; TAKIZAWA, 

Miho; YAMANOUCHI, Kenta) DP 22-E-012
●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Chinese Imports and Offshoring: 

Evidence from Matched-Foreign Affiliate-Domestic Parent-
Domestic Plant Data in Japan (KIYOTA, Kozo; NAKAJIMA, 
Kentaro; TAKIZAWA, Miho) DP 22-E-013

● Misalloc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Death (MIYAKAWA, Daisuke; 
OIKAWA, Koki; UEDA, Kozo) DP 22-E-014

● Does Employee Downsizing Work? Evidence from Product 
Innovation at Manufacturing Plants (OKUDAIRA, Hiroko; 
TAKIZAWA, Miho; YAMANOUCHI, Kenta) DP 22-E-015

● Demand Shock Propagation Through an Input-output Network in 
Japan (Yoshiyuki ARATA; MIYAKAWA, Daisuke) DP 22-E-027

政策论文

●日本经济的生产率与商务活力——使用企业层面数据与欧盟各国
进行比较（泷泽 美帆、宫川 大介）PDP 2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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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4
新冠疫情危机后的资本储蓄与生产率提高

课题主任：宫川 努 FF
执行期间：2021年1月12日～2023年6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月

12日～2022年 12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3年 1月 1日～2023年 6月 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在此次发生新冠疫

情危机的情况下，从医疗和经济方面进行制度层面以及实证层

面的分析。在该领域中预计撰写三篇论文。第一篇考察在新冠

病毒蔓延危机出现时，日本有多少医疗资源用以应对传染疾

病，以及在危机期间医疗机构的经营状况如何变化。第二篇论

文将尝试定量分析日本政府要求居民自觉不外出这种温和的预

防传染病措施在多大的程度上减少了病毒传染，又在多大程度

上阻碍了经济活动。最后一篇论文将考察韩国的事例，该国尽

管在初始阶段出现了病毒感染蔓延势头，但是经济损失比其他

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上述考察结果将以 DP或 PDP的形式公

布。本课题的第一部分研究将尽快以 DP或 PDP的形式发表，

如果新冠疫情继续蔓延，将进行上述三篇论文的后续研究。

　　本研究课题的第二部分将使用无形资产投资的扩展推算及

其数据进行分析。在无形资产投资的扩展推算中将使用新调查

的人才培养数据。作为使用上述数据和 JIP数据库等其他数据

的分析，将无形资产投资看作有形资产投资的附带投资，探讨

分析近年来设备投资的减少以及对生产率测算的影响。此外，

将具有公共性质的行业中有形资产投资 +无形资产投资视为

社会性公共资本，与欧美数据进行比较并考察其经济性影响。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资本积累停滞与无形资产的作用——使用各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宮川 努、石川 贵幸）DP 21-J-020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新冠疫情冲击与日本经济——一年来的评估与今后的展望" 
（2021/5/13） 参见参见P.81

出版物

《新冠疫情危机的经济学》

（宫川 努　编著）

中央经济社、2021年4月 参见参见P.66

VI-5
对人力资本（教育与健康）的投资与生产率

课题主任：乾 友彦 FF
执行期间：2021年9月1日～2024年2月29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9月

1日～2023年 8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9月 1日～2024年 2月 29日）

课题概要

　　社会的数字化受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得以快速推进。有

人指出，无形资产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对于通过社会

数字化提高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课题探讨人力资本投

资中至关重要的对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决定因素以及投资对生产

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就适应数字化社会的教育政策以及

未来劳动政策和制度改善等，提出基于科学依据的政策建议。

属于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研究项目但未纳属于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研究项目但未纳
入入2021202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其他））

■属于2020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执行期间：2017年4月24日～2019年3月31日

工作论文

● China's Investment in Intangible Assets by Industry: A 
Preliminary Estimation in an Extended Sources-of-Growth 
Framework (HAO, Janet X.; WU, Harry X.) DP 21-E-029

东亚产业生产率

课题主任：深尾 京司 FF
执行期间：2019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

工作论文

●从长期上市企业数据看日本经济增长和停滞的根源（深尾 
京司、金 荣慤、权 赫旭）DP 21-J-027

● Sources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or Listed Firms 
Spanning More Than Five Decades (FUKAO, Kyoji; KIM, 
YoungGak; KWON, Hyeog Ug) DP 21-E-094

政策论文

●高等教育与生产率、创新（乾 友彦、池田 雄哉、柿埜 真
吾）PDP 21-P-009

学术论文

● JIP数据库2018：推算方法与概要（深尾 京司、池内 健
太、乾 友彦、金 荣愨、权 赫旭、田原 慎二、德井 丞次、
牧野 达治、松浦 寿幸、宫川 努）TP 21-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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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VII-1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与教育改革

课题主任：鹤 光太郎 FF
执行期间：2020年8月17日～2022年7月31日

课题概要

　　人工智能时代，ICT（信息和通信技术）、AI（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以及数据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即便从努力克服当前的

新冠病毒疫情危机的意义上来讲，也需要实现日本经济彻底的

数字化转型。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我们认为需要以"工作方式
改革×新技术利用"为目标，重新设计打破旧有观念的新工作

方式（包括零工经济等）、就业体系、劳动力市场，展开相关

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课题着重研究由于新冠病毒疫情

危机而迅速发展的新技术（数字化、远程办公、网络会议等）

的利用、普及和课题。

　　此外，为了适应环境的巨变，重要的是要识别人工智能时

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力和技能。为此，我们将

综合分析在所有年龄层工作和经验（包括就业前教育和入职后

培训）如何影响认知、非认知等各种能力和技能，这些能力和

技能又如何影响人生结果（学历、职业绩效、健康状况等），

提出教育和培训改革的有益建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重新评估变化中的日本就业制度下的组织公民行为——隶属型、
挑战型组织公民行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久米 功一、鹤 光太
郎、佐野 晋平、安井 健悟）DP 21-J-044

●正规雇用员工的工作参与（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佐野 晋平、
安井 健悟）DP 21-J-045

●初中的强制性社团活动对技能和成果的影响（安井 健悟、佐野 
晋平、久米 功一、鹤 光太郎）DP 21-J-046

VII-2
人事策略的生产率效果与就业体系的变迁

课题主任：大湾 秀雄 FF
执行期间：2019年7月1日～2021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充分利用人事数据等企业内部业务数据以及企

业内部的现场试验，对劳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

供助力，同时校准当前的政策课题，展开重要课题的发掘和理

论实证两方面的探索性研究。本课题主要有下述十三个研究主

题。

1． 什么样的措施和惯例造成男女差距？

2． 人际关系技巧训练、组织间转移对生产率、创新等产生怎

样的影响？

3． 员工的性格特征对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

4． 可视化的业务流程合理化通过什么途径在多大程度上对生

产率产生影响？

5． 中间管理层通过什么途径对生产率产生影响？

6． 继续就业制度中老龄职员的配置对本人和同事产生什么影

响？

7． 戒烟对员工以及同事的生产率和满意度产生哪些影响？

8． 改善膳食和推动健身对员工的健康和生产率产生哪些影

响？

9． 酒窖的人力资本、管理等与创新（鉴定评议会结果）之间

存在怎样的关系？

　　由于人口的迅速老龄化造成人口减少、全球竞争加剧，加之 ICT、AI等新技术带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改

变。在这一形势之下，资源小国日本要想发挥强项，保持和加强经济活力与革新，提高经济增长能力，关键

在于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本研究项目着重就重新设计适应 AI时代的就业和劳动制度，拥有与 AI相辅相成的

能力和技能以及为此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改革、健康管理等改善劳动者福利的措施等，通过利用原始数据

库，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人力资本
研究项目

VII
研究项目主任　鹤 光太郎鹤 光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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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瑞穗综合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劳动方式改革的状态调

查与实施效果的验证

11． 劳动时间、工作时间带以及上级的行为特征对心理健康

的影响

12． 公司内 FA制度等根据个人意愿变换岗位的生产率效果

13． 跨国企业中海外据点的人才配置与绩效的关系

　　通过上述研究，在导出经营与生产率差距的关系、男女差

距的原因、非认知能力在劳动市场中的价值、职场中的同伴效

应等大量知识的同时，讨论应该推行怎样的人事制度，是否需

需要从政策上给予鼓励。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劳动方式改革的推广与实效性（高桥 孝平、有田 贤太郎、大湾 
秀雄、风间 春香、儿玉 直美、酒井 才介、竹内 诚也）
DP 21-J-021

●戒烟计划对生产率的短期影响（高桥 孝平、中室 牧子、大湾 秀
雄）DP 21-J-032

● Enhancing Team Productivity through Shorter Working Hour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SHANGGUAN, Ruo; 
DEVARO, Jed; OWAN, Hideo) DP 21-E-040

● Do Japanese Expatriates Matter for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 Role-Based Analysis of Three-Wave Panel Data 
(EDMAN, Jesper; TAKEUCHI, Riki) DP 21-E-046

● Temporary Work Contracts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Outcomes 
(ASAI, Yukiko; KOUSTAS, Dmitri K.) DP 21-E-071

VII-3
为实现日本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西村 和雄 FF
执行期间：2019年7月22日～2021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迄今，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依靠高端人力资本的人才通过创

新而实现的。但是日本人的专利申请数量在 2005年达到峰

值之后呈减少趋势，人均国民收入以及自然科学类论文发表数

量在 2000年代后半期也陷入低谷。

　　文部科学省在《2018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指出：

"我国在论文数量的减少、评定论文质量指标之一的论文被引

用数量 Top10%的国际占比的减少等都说明研究能力国际地

位呈下降趋势。2017年 3月的《自然（Nature）》杂志也指

出近年日本的科学论文的国际占比减少，科学研究出现停滞。"
　　《科学技术白皮书》还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指

出："我们过去不仅在诺贝尔奖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在

其他广泛的领域也创造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支撑这

些研究成果的当然是‘人才’。创造新的知识和价值、加速创

新的人才资源，才是最为关键的基础能力。"
　　从这一趋势来看，日本在教育投资方面并没有对国家的竞

争力和经济增长起到充分的推进作用。

　　本研究针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理论和实证

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包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进行

复杂系统分析，在探讨人才资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中发挥

的作用的同时，分析教育和育儿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日本的理科教育与研发能力的变迁（西村 和雄、宫本 大、八木 
匡）DP 21-J-039

VII-4
有关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的研究

课题主任：黑田 祥子 FF
执行期间：2019年8月12日～2021年7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性研究弄清劳动市场以及企业的劳动

方式与劳动者的心理健康和企业的健康经营的关系。进而通过

实证探讨在日本经济面临超老龄化的社会形势下，劳动者和企

业如何持续健康有效地构建人力资本，如何与提高生产率结合

起来。本研究课题在充分利用劳动经济学知识以及产业保健心

理学、医学、流行病学等知识的同时，使用有关企业、员工的

各种微观数据，获得学术上、政策上的知识和内涵。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Increas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Japan (SATO, Kazuma) DP 21-E-075

RIETI政策研讨会

"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 
（2021/10/21） 参见参见P.3/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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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5
劳动力短缺社会中外国人就业与技术创新相关
课题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刘 洋 F
执行期间：2020年9月1日～2023年8月31日

课题概要

　　随着日本出生率的下降，劳动力短缺加剧，为实现

Society 5.0，"促进外国人才的积极参与"以及新技术的普及
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课题主要考察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而

接纳外国人的效果，以及在日外国人的相关研究，同时，考虑

到外国人劳动力供应的不稳定因素，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也略

作尝试。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外国人就业对企业和产业的影响、

接纳外国人的制度、企业外籍 IT工程师的雇用与培训、海外

劳动力在日本就业的意向与日本企业接纳海外劳动力就业的意

识、外国籍女性的就业、结婚、生育选择等等。此外，为了比

较外籍劳动者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将分析节省劳力

的技术创新等对就业的影响。本研究课题通过这些分析，力图

为今后在接纳外国人就业和新技术普及领域，在解决劳动力短

缺问题的相关政策方面提供实证性依据。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Unemployment Gap between Long-term Immigrants and Natives 

in Japan: Considering heterogeneity among immigrants from Asia, 
the US and UK, and South America (LIU, Yang) DP 22-E-024

VII-6
人事策略的生产率效应与经营质量

课题主任：大湾 秀雄 FF
执行期间：2021年10月11日～2024年3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0

月 11日～2023年 9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3年 10月 1日～2024年 3月 31日）

课题概要

　　新冠疫情促使数字化转型（DX）加速发展，同时，向专

业对口型就业转型等就业制度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传统企

业面临着以岗位标准化、人事分权化、自主性职业发展为核心

的人事制度改革压力。普通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提升，越来

越多的企业致力于提供自我提升机会、中层管理人员技能提

升、培养中层管理人员、健康管理措施，风险提示逐渐成为经

营管理最重要的课题。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明确用人制度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企

业绩效、包括健康投资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投资回报如何、

在培养经营管理人才和增加管理团队的多样性方面做出了多少

努力。此外，推动利用近期获得的最新数据，为劳动经济学和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并针对当前的政策课题，发

掘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下述十三各研究主题：

（1） 长时间工作的决定因素、措施的效果、与职业发展的关

系

（2） 组织内部的沟通与创新

（3） 员工的工作方式与性格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4） 业务可视化与流程改进

（5） 适应、协调与外包

（6） 健康管理措施的生产率效应

（7） 360度反馈的偏差

（8） 人才的外部招聘与内部调配

（9） 在工作单位的孤立、孤独风险及其评价指标的开发

（10） 敬业度和生产率、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作用

（11） 经营管理团队的组成与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

（12） 工作方式改革的扩展与有效性

（13） 跨国企业中海外据点的人才配置与绩效

VII-7
为恢复日本经济社会活力并提高生产率的基础
研究

课题主任：西村 和雄 FF
执行期间：2021年12月20日～2024年5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2

月 20日～2023年 11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

间为 2023年 12月 1日～2024年 5月 31日）

课题概要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陷入长期停

滞，这一严重状况体现在各种数据之中。瑞士的 IMD（洛桑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 2020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新

加坡排在首位，第二名丹麦、第三名瑞士、第五名香港、第十

名美国、第 11名台湾、第 20名中国、第 23名韩国、第 27

名马来西亚、第 29名泰国，而日本只排在了第 34名。

2018年的名义人均 GDP，美国排名第五、新加坡排名第八、

连香港（第 15）也排在了日本（第 23）之前。韩国已经逼

近日本，排名第 27位。这种局面主要是日本自 1990年以来

的低经济增长造成的。

　　本研究课题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生产率进

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在进行显示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非线

性动态分析的同时，在微观层面对不同个体的进行行为经济分

析，并开展问卷调查、大脑测算和解析。两者使用跨学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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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

　　正如资本可以通过投资提升价值一样，人类的知识和技能

也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增加。如今，劳动者，包括他们的能

力，都被称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

量。

　　在人力资本对生产率贡献的实证研究中，分析沟通能力等

非认知能力以及阅读、写作和计算等认知能力对生产率的影

响，强调学前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作为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过去针对数学教育、科学教

育、物理教育的效果发表过比较研究报告，2014年的研究表

明对儿童早期进行素质教育与未来学历、收入有相关关系

（RIETI DP 14-J-011）。这与上述学前教育对提高生产率最有

成效相符。2017年根据学习指导大纲修订年份划分年龄组，

分析高中理科学习情况的变化与成为研发人员之后申请专利数

量和专利更新数量的关系，弄清随着学习指导大纲的修订，研

发人员申请专利数量和专利更新数量是否减少（RIETI DP 

17-J-015）。

　　本研究课题在分析问题时着重关注以下三点。第一，"由
不同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动态性"，第二，"人力资本积累相关
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第三，"不同经济主体的认知与决策"。
第一点，首先进行封闭经济中其他部门增长模式的动态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贯穿多边贸易的国际关系的动态。关于第

二点，使用经济动态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

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此外，对教育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进

行实证分析。关于第三点，通过测算并分析大脑活动，了解经

济主体的认知如何影响学习和决策。此外，通过将上述研究成

果实际应用到公立学校教育中，以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

VII-8
工资差距与产业动态的关系

课题主任：神林 龙 FF
执行期间：2022年2月1日～2024年7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2年 2月

1日～2024年 1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4年 2月 1日～2024年 7月 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总结归纳日本工资差距的持续动向，调查工资

差距与企业活动起伏的关系。发达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等主

要国家的小时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起

因于"企业间工资差距"（即同工种工作因企业不同，劳动者

小时工资有差距）。本研究课题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根据厚生

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将考察范围扩大到最新

年份，归纳日本工资差距的趋势。考察时，与经济产业省《企

业活动基本调查》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劳动生产

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显示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数据与企业间工

资差异动向的关系。其中，着重考察如果一家生产率下降的企

业不选择退出而是继续在市场上经营，会对工资差距产生怎样

的影响。本研究课题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其他企业参入市场的分

析。本研究课题关注开业时的企业组织，为了验证没有充分的

"管理结构"可能会阻碍提高生产率的假说，从开业时开始进

行大约三年的追踪调查，研究一个拥有良好管理结构的企业会

发展壮大，还是一个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会建立良好的管理结

构。本研究课题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综合掌握劳动力市场状况和

企业参入与退出动态，揭示其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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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VIII-1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2019年度）
课题主任：宫岛 英昭 FF
执行期间：2019年9月2日～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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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机构投资家参与的动机与效果（日高 航、池田 直史、井上 光太
郎）DP 21-J-036

● Outsourcing Active Ownership in Japan (BECHT, Marco; 
FRANKS, Julian; MIYAJIMA, Hideaki; SUZUKI, Kazunori) 
DP 21-E-051

● The Liability of Aging in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USHIJIMA, 
Tatsuo) DP 21-E-065

● Going-Private Transactions and Ex-Post Firm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agement Buyouts (KAWANISHI, Takuya) 
DP 21-E-067

● Early-Life War Experienc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Outcomes 
(ESHRAGHI, Arman; TAKAHASHI, Hidetomo; XU, Peng) 
DP 21-E-081

● Distribution of Long-run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he US (ARIKAWA, Yasuhiro; MEHROTRA, Vikas) DP 21-E-084

政策论文
●为实现日本模式Ver2.0：法人的目的、董事的作用、所有权结构

（宫岛 英昭）PDP 21-P-020

RIETI-ECGI-WBF网络研讨会系列 
“企业的新概念”

第二场"新企业理念下的诚信责任" 
（2021/4/28） 参见参见P.69

第三场"新企业所有权结构：维权基金的作用" 
（2021/5/20） 参见参见P.70

第四场"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2021/6/18） 参见参见P.71

第五场"企业的宗旨以及如何实现企业的宗旨" 
（2021/7/21） 参见参见P.73

　　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严格的壁垒。迄今为止，RIETI已经研究了正规和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

壁垒、职场中男女之间的壁垒等经济中各种各样的壁垒问题。此外，学术界同样受到壁垒问题的困扰。冲破

文理学科的壁垒、法律和经济学的壁垒、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壁垒、理论和实证的壁垒等各种障碍，

在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组织性上不可或缺。融合领域研究项目将从上述视点开展研究，将理科领域与法学、

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新知识纳入经济学和政策研究。

融合领域
研 究 项 目

Ⅷ
研究项目代主任　矢野 诚矢野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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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2
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2021年度）
课题主任：宫岛 英昭 FF
执行期间：2022年1月11日～2024年6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2年 1月

11日～2023年 12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6月 30日）

课题概要

　　日本企业治理改革的课题是"避免陷入短视的陷阱，通过

重视市场规律的改革实现创新，搞活经济，建立将 ESG因素

纳入考量的社会可持续性框架。"基于以上对问题的认识，本

研究课题着重研究下述三个问题。

　　首先，扩展以往"企业治理分析的新领域"研究课题小组
的成果，从作为创新能力基础的研发投资、人力投资、并购、

业务重组、财务政策等方面，就目前日本企业的治理制度特性

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其次，验证伴随近期资本市场的变化（机构投资者的影响

力增强，终端投资者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兴趣增加），是否出

现向短视性经营倾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财富从员工向股东

转移）、企业 CSR活动的促进效果。

　　第三，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尝试进行日本模式 Ver2.0的

制度设计、重新定义企业宗旨、完善董事会组织、设计薪酬制

度、优化股权结构、测算企业业绩、限制经营权市场等研究。

VIII-3
适应市场升级带来的自我增殖型变化的 
文理融合研究

课题主任：古川 雄一 FF
执行期间：2020年7月20日～2022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现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用"屏障"一词来表
达。如果不消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法律与经济学之间

以及理论与实证之间等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屏障，就无法实现

有力的发展与增长。面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 IT-AI部门迅

猛的技术进步，社会必然发生巨变。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

开发新的社会生态系统，将社会活动和科学活动通过高质量的

市场连结起来。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就在于为这种生态系统绘制

蓝图。

　　市场质量理论的核心有两个命题，一个是"高质量的市场
是健全开发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另一个是"良好的市场基础
设施是高质量市场的前提条件"。市场基础设施这一概念不仅
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法律、制度乃至科学技术、文化习俗等

围绕人们在市场活动的各种要素。本研究课题将人工智能（AI）

和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定义为指数函数自我增殖型变化，从市场

质量理论的角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展示社会生态系

统的蓝图。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Explaining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A Monetary Growth-

Theoretic Approach (FURUKAWA, Yuichi; LAI, Tat-kei; NIWA, 
Sumiko) DP 21-E-058

● The Social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Avoiding Crowded Plac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MATSUNAGA, 
Lucas Heiki; AOKI, Toshiaki; FAIAD, Cristiane; ALDRICH, Daniel; 
TSENG, Po-Hsing; AIDA, Jun) DP 21-E-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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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4
为构建文理融合的新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实验性尝试

课题主任：广田 茂 FF
执行期间：2020年8月3日～2024年1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0年 8月

3日～2023年 7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8月 1日～2024年 1月 31日）

课题概要

　　所谓"失去的十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0年，日本依旧

没能建立真正的发展路径。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危机现象起因

于社会以及社会科学未能对新的自然科学现象做出相应的判

断。金融危机的背后是机器交易等金融技术的机械化，核电站

事故造成大地震后恢复的滞后，如今，另一种未知的病毒困扰

着全世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一直存在较高壁

垒的日本，如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能在真正的意

义上实现文理融合，就无法克服当前的危机。

　　基于这种认识，本研究课题的参与者提倡修改将社会科学

排除在外的旧有《科学技术基本法》，利用 JST研究会等各种

机会，强调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体化的综合科学政策的重

要性。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政府发布了将科学技术基本法更

改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的方针，制定整合现代科学发展政策

的势头不断增强。

　　在这一形势之下，本研究课题将致力于文理融合的新生命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构建，为建立跨越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同

类群组数据做出贡献，并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这些数据开展尖

端研究。为引领成立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这一新的国家战略助

一臂之力。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Socio-Life Scientific Survey on COVID-19 (HIROTA, Shigeru; 

SETOH, Kazuya; YODO, Masato; YANO, Makoto) DP 21-E-041
● Nagahama Survey on Social Science (YANO, Makoto; HIROTA, 

Shigeru; YODO, Masato; MATSUDA, Fumihiko) DP 21-E-050

RIETI-CGM-IPJO国际工作研讨会

“Socio-life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COVID-19 outbreak” 
（2021/4/17） 参见参见P.79

Fondation Pasteur Japon、Institut Pasteur、 
日法会馆、RIETI、京都大学联合研讨会

"社会生命科学的跨学科思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课题" 
（2021/7/3） 参见参见P.72

VIII-5
为探索新冠病毒出现后医疗方式的基础性研究

课题主任：关泽 洋一 SF
执行期间：2020年8月3日～2023年1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在于积累可提供有关医疗保健与健康依

据（能够表明存在因果关系的依据）的数据，并根据积累的数

据，提供有关医疗保健相关工作效果的证据。具体开展下述研

究。

1． 设计调查问卷，针对新冠病毒流行的日本，设定既能掌握

身心健康状况，同时可以掌握社会性接触、经济状况、外

出状况等的问题，以 10000名左右在线问卷调查公司的

受调人员为调查对象，2020年 10月以后每三个月接受

一次问卷调查，并建立跟踪数据。

2． 就自助型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有效性开展下述研究。针对

"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身体症状"（包括"慢性疼痛"）等通过
互联网认知行为疗法，在患者无需前往医疗机构且没有专

家建议的情况下，通过随机对照测试，验证症状能否得到

改善、劳动生产率能否得到提高。同样，利用虚拟现实的

新型在线认知行为疗法，通过随机对照测试，验证抑郁症

状的改善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情况。

　　使用特定健康检查的数据，（1）验证基于特定健康检查的

特定健康指导是否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改善运动

和饮食习惯是否有助于改善血压和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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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6
尖端科技与民主主义： 
以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共存为目标

课题主任：尾野 嘉邦 FF
执行期间：2020年11月2日～2023年4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0年 11

月 2日～2022年 10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

为 2022年 11月 1日～2023年 4月 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对民主主

义的影响问题，明确视觉图像和虚假信息在的认知和判断过程

中的影响和机制，探讨如何防止在社会生活中出现误判的方

法，同时，讨论新技术在民主主义中的适用性，例如研究开发

用于降低风险并实现社会包容的投票技术等。此外，本研究课

题希望能够就接收外国劳动者和促进女性走上社会等经济产业

政策问题提供循证处方。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Why Do Citizens Prefer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to Low-Skilled 

Immigrants? Identifying Causal Mechanisms of Immigration 
Preferences with a Survey Experiment (IGARASHI, Akira; MIWA, 
Hirofumi; ONO, Yoshikuni) DP 21-E-048

● Gender Stereotypes among Japanese Voters (ENDO, Yuya; ONO, 
Yoshikuni) DP 21-E-061

●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Voting Rights: Evidence 
from Survey Experiments (IGARASHI, Akira; ONO, Yoshikuni) 
DP 22-E-008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Autocratization Turning Viral in Pandemic Times” 
（2021/10/19） 参见参见P.82

属于融合领域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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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

“Socio-Life Science and the COVID-19 Outbreak” 
 (Edited by YANO Makoto, MATSUDA Fumihiko, Anavaj 
SAKUNTABHAI, HIROTA Shigeru)  
Springer, December 2021 参见参见P.66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 41

研
究
活
动



研究课题介绍

IX-1
有关日本劳动市场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川口 大司 FF
执行期间：2020年6月22日～2022年5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将从稳定就业、缩小男女之间的经济差距、最

低工资以及采用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分析日本的

劳动力市场，评估劳动力市场政策，旨在为政府制定劳动力市

场政策时提供基础事实，并通过验证各项政策的效果，为推进

循证决策（EBPM）提供支持。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大规模数

据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力争提出可信的因果推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eaching Gender Roles: Evidence 

from Desegregating Industrial Arts and Home Economics in Japan 
(HARA, Hiromi; RODRÍGUEZ-PLANAS, Núria) DP 21-E-072

IX-2
EBPM的综合性研究

课题主任：关泽 洋一 SF
执行期间：2018年10月29日～2025年3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既为 2018年度 RIETI内部设置的 EBPM研

究课题小组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以展开基于政策效果数据的实

证性分析研究为核心，对不属于其他研究课题的内容进行扩展

研究。即，本研究课题定位是 RIETI在 EBPM研究的综合体。

　　在研究的过程中，将与经济产业省等的政策相关人员以及

RIETI内外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同时，还会邀请政策相关人

员加入，努力提高 EBPM相关研究能力。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产品制造补贴的效应分析：根据业务实施场所和申请类型的分析

（桥本 由纪、平泽 俊彦）DP 21-J-028
● Are Applying for and Receiving Subsidy Worth for Smal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Support Program in 
Japan (HASHIMOTO, Yuki; TAKAHASHI, Kohei) DP 21-E-039

政策论文
●服务业领域的强化中小企业竞争力扶植政策的效果分析（牧冈 
亮）PDP 21-P-011

　　政策评估研究项目为加快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EBPM），同时进行 EBPM理

想方式和个案政策评估的相关研究。在 EBPM理想方式的相关研究方面，从元视角分析决策者应如何准备

依据、如何进行循证决策、以及现实中循证决策的执行程度。针对个案政策的评估，使用高质量的微观数据

和微观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在教育、劳动、税收、社会保障等领域为政策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政策评估
研 究 项 目

Ⅸ
研究项目主任　川口 大司川口 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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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3
今后面向企业所得税的方针

课题主任：佐藤 主光 FF
执行期间：2019年6月3日～2021年11月30日

课题概要

　　安倍政权之下，日本一直奉行在全球经济中以强有力的竞

争力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方针，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实效税率、

修改租税特别措施、扩大外形标准课税等，积极推进"增长导
向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等原因，经济

形势瞬息万变，需要不断摸索更为适合的税制方式。

　　本研究通过研究会等方式，针对（1）以往的企业所得税改

革的效果以及今后的征税等根据企业问卷调查等进行定量性分

析和评估，同时，（2）为了进一步强化增长导向，对今后企业

所得税的方式进行广泛讨论。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2000年代以后的法人税改革的影响——使用企业特定的前瞻性
实际有效税率的分析（马场 康郎、小林 庸平、佐藤 主光）
DP 21-J-050

● Windfalls?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vestment Tax Incentives due to 
Financial Constraints (ORIHARA, Masanori; SUZUKI, Takafumi) 
DP 21-E-087

● Are SMEs Avoiding Compliance Costs? Evidence from VAT 
Reforms in Japan (SUZUKI, Takafumi; KAWAKUBO, Takafumi) 
DP 21-E-090

政策论文
●日本税收合规成本的定量评估（高木 骏平、中岛 佑佳）

PDP 21-P-018

IX-4
使用大型行政数据的 
教育政策效应微观实证分析

课题主任：田中 隆一 FF
执行期间：2020年7月13日～2022年12月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聚焦儿童的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中

小学教育，旨在从实证上明确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对人力资本

形成产生的因果效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针对文部科

学省的全国学业能力学习状况调查的儿童学生个案和人口普查

等大型政府统计微观数据，结合现有调查和独立调查展开分

析，对教育政策的各种相关假说进行验证。

　　本研究课题的分析主题包括：在人口减少的局面下①验证

最佳的学校合并方法、②验证加强学校问责制和自由裁量权的

效果、③学校内相对学业能力的变化对学业能力和问题行为的

影响的分析、④使用教育管理追踪数据对儿童家庭教育效果的

验证、⑤高中生职业选择的动态分析、⑥义务教育制度变化对

人力资本形成的长期影响分析。通过定量验证这些教育政策和

制度变迁在人口减少局面的效应，提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

究成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对日本的理想中小学教育方式

的见解。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 Do Teachers' College Majors Affect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Sciences? A Cross Subfields Analysis with 
Student-Teacher Fixed Effects (INOUE, Atsushi; TANAKA, Ryuichi) 
DP 22-E-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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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5
循证决策在日本的执行状况

课题主任：大竹 文雄 FF
执行期间：2021年7月19日～2023年12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7月

19日～2023年 6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7月 1日～2023年 12月 31日）

课题概要

　　在本课题之前的"日本循证政策的推进"以及"日本循证
决策的建立"课题中研究了日本促进循证决策（EBPM）的措

施。此外，自 2017 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循

证决策。尽管包括英美在内的海外先进案例的普及在日本也取

得了进展，但依然存在（1）如何将 EBPM 纳入日本现有的政

策制定和评估之中、（2）如何解决围绕数据的制约、以及（3）

在个别业务中如何推进 EBPM等问题。

　　因此，在本研究课题中，首先研究 EBPM如何在日本确

立。在开展海外案例研究的同时，梳理与现有政策立案、政策

评估、行政审查的关系，提出具体方针。第二，明确围绕数据

的制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第三，在教育、环境与能源、经

济产业政策等方面建立 EBPM个案。

　　为了向研究人员、行政现场和世界推广上述研究，将定期

举办研究会，并以座谈会、BBL讲座、专栏文章等形式发布

研究成果。

主要研究成果

工作论文
●探索推动风疹抗体检测和疫苗接种的助推信息——根据全国规模
在线现场实验的效果验证（加藤 大贵、佐佐木 周作、大竹 文雄）
DP 22-J-010

●通过回归间断设计验证风疹预防措施的效果——抗体检测与疫苗接
种免费优惠券的自动发送（加藤 大贵、佐佐木 周作、大竹 文雄）
DP 22-J-011

RIETI EBPM政策研讨会

"从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看EBPM" 
（2021/12/23） 参见参见P.4，P.76

属于政策评估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2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2020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日本循证决策的建立

课题主任：山口 一男 VF
执行期间：2019年4月15日～2021年3月31日

工作论文

● Is Entering a Selective School the Ultimate Goal or Just a 
Start? The Effect of Ordinal Rank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Quality in a Selective Secondary School 
(ISOZUMI, Koji; ITO, Hirotake; NAKAMURO, Makiko; 
YAMAGUCHI, Shintaro) DP 21-E-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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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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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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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 阳一 SF
执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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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3
有关日本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课题主任：伊藤 新 F
执行期间：2019年7月1日～2022年6月30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为下述两项。

1． 制作有关日本个别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具体内容包括社会

保障、年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税制、

政府的财政支出、劳动市场制度、环境监管、消费者保护

监管、以及金融监管等相关不确定性指标。

2． 使用上述指标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对不同政策领域中政策

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决策、生产率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对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性含义。

特定研究　Special Projects

研 究 项 目

SP 不属于上述九个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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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4
Global Intelligence Project 
（有关国际秩序转型与日本中长期竞争力研究）
课题主任：渡边 哲也 副所长
执行期间：2021年1月18日～2023年12月31日

（上述研究课题实施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月

18日～2023年 6月 30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间为

2023年 7月 1日～2023年 12月 31日）

课题概要

　　本研究课题概观日本经济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风

险，探讨未来国际秩序的新形势。着重研究左右未来国际秩序

形成方向的下述四项内容：（1）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主要国家

的经济安全保障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趋势，各利益相关方

的动向 ,（2）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强化创新体系和数字化、

外部扩张、加强治理和结构改革等，2010年代总结和 2020

年代展望），（3）作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支柱的边境碳税对日

本经济和工业的经济影响、国际经济法的整合性等、（4）数字

创新。

　　在实施本研究课题期间，我们将努力与经济产业省等相关

政府部门、国内外的政策决策人员交换意见，共享横跨不同领

域的知识与见解。

主要研究成果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前蒙古国务厅国务大臣讲述‘2050年长期愿景’与对日本的期待" 
（2021/4/7） 参见参见P.81

"为构建循环型社会——基于开放式创新形成进阶整合" 
（2021/4/14） 参见参见P.81

"被我‘开除’的官员们" 
（2021/4/15） 参见参见P.81

"东京直下型地震的防备措施——地震动预测技术的惊人经济效果" 
（2021/5/12） 参见参见P.81

"拜登政权经济战略的地政学" 
（2021/5/24） 参见参见P.81

"习近平政权与科学技术："中国梦"改变国际秩序" 
（2021/6/2） 参见参见P.81

"新兴国家数字化——日本作为合作伙伴的潜力" 
（2021/9/1） 参见参见P.82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as Growth Strateg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de Rules” 

（2021/9/6） 参见参见P.82

"中美关系与日本、台湾" 
（2021/9/9） 参见参见P.82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两国将如何继续为世界作贡
献？" 

（2021/12/3） 参见参见P.82

“Biden's First Year: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mplications for 2022” 

（2022/1/12） 参见参见P.83

"2030半导体的地缘政治 谁来控制战略物资？" 
（2022/2/16） 参见参见P.83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

第二集"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规则何去何从？" 
（2021/4/13） 参见参见P.69

第三集"贸易与印度太平洋：CPTTP、一带一路构想以及RCEP" 
（2021/5/20） 参见参见P.70

第四集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贸易、卫生保健与保护主义" 
（2021/6/14） 参见参见P.79

第五集"气候与贸易：迈向COP26" 
（2021/7/6） 参见参见P.79

第六集"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税收与全球治理" 
（2021/7/20） 参见参见P.79

第七集"贸易一体化与美洲" 
（2021/9/10） 参见参见P.79

第八集"中美关系：当脱钩遇上双循环" 
（2021/9/21） 参见参见P.80

第九集"贸易对所有人都有益吗？" 
（2021/10/11） 参见参见P.80

第十集"未来会迈向区域主义吗？" 
（2021/10/12） 参见参见P.80

SP-5
产业政策的历史评价

课题主任：冈崎 哲二 FF
执行期间：2021年11月15日～2024年4月30日

（上述研究课题执行期间，其中研究活动期间为 2021年 11

月 15日～2023年 10月 31日，利用数据进行研究报告期

间为 2023年 11月 1日～2024年 4月 30日）

课题概要

　　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口持续减少的形势下，提高生产率对

于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

家却出现了生产率的提高与实际工资上涨的偏离，以及劳动分

配率下降的现象。由于提高生产率是一个紧迫的政策问题，因

此了解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劳动分配率之间的关系在政策方面

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生产率的提高与实际工资、劳动分配率的差距引

起了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关注，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Autor、Dorn、Katz、Patterson和Van Reenen（QJE 2020）

利用 1982年以来的美国企业数据开展研究，认为经济的全

球化和技术变化造成生产向部分"超级明星企业"集中，这些

企业的高利润和低劳动分配率导致宏观劳动分配率下降。与此

同时，Kehrig和 Vincent（QJE 2021）发现，根据 1967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46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各工厂数据，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分配率低

的企业往往增长迅速。

　　在本研究课题中，我们将尝试通过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

理解这种现象。先行研究没有直接考察技术，而我们将聚焦日

本的个别产业，在直接考察引进和普及特定新技术、新设备的

基础上，确定这些技术设备与劳动生产率变化之间的关系。

属于特定研究项目但未纳入 
202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他）

■属于2020年度以前的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有关产业振兴与金融的作用的政策史研究

课题主任：武田 晴人 SRA
执行期间：2019年2月12日～2021年1月31日

工作论文

● 2000年代产业振兴政策（渡边 纯子、武田 晴人）
DP 21-J-030

其他特别研究成果

不属于研究课题的独立项目

工作论文
●新冠疫情蔓延期间政府提供的现金补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宇南
山 卓、古村 典洋、服部 孝洋）DP 21-J-022

●提高接种疫苗意识：通过不干扰自主决策的助推宣传（佐佐木 周
作、斋藤 智也、大竹 文雄）DP 21-J-023

●新冠疫情危机与企业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森川 正之）
DP 21-J-024

●分析紧凑型城市对移动距离、每种交通工具所需时间的影响（沓
泽 隆司、赤井 伸郎、竹本 亨）DP 21-J-025

●哪些人不愿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根据互联网调查的验证（关泽 
洋一、桥本 空、越智 小枝、宗 未来、传田 健三）DP 21-J-026

●新冠疫情与远程办公的生产率：跟踪数据分析（森川 正之）
DP 21-J-041

●新冠疫情、疫苗接种与消费行为（森川 正之）DP 21-J-042
●地方公共团体移居促进措施与人口迁移的关系——市町村、人
员、就业综合战略的文本分析（荒川 清晟、野寄 修平、中田 登
志之）DP 21-J-053

●人流与新冠病毒新规感染人数变化率的动态关系以及疫苗的作用
（井上 智夫、冲本 龙义）DP 22-J-002

●新冠疫情下远程办公的生产力率动态：根据企业追踪数据分析
（森川 正之）DP 22-J-005

●有关中国"经商环境最优化"与重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察
（孟 健军、潘 墨涛）DP 22-J-012

● Conditional Capital Surplus and Shortfall across Resource Firms 
(IRAWAN, Denny; OKIMOTO, Tatsuyoshi) DP 21-E-031

● How Do ESG Performance and Awareness Affect Firm Value and 
Corporate Overinvestment? (IRAWAN, Denny; OKIMOTO, 
Tatsuyoshi) DP 21-E-033

● Curse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2020 (NARITA, Yusuke; 
SUDO, Ayumi) DP 21-E-034

● Understand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News to French 
Financial Markets (THORBECKE, Willem) DP 21-E-037

● Uncertainty of Firms' Economic Outlook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MORIKAWA, Masayuki) DP 21-E-042

●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on Consump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pecial Cash Payments 
(HATTORI, Takahiro; KOMURA, Norihiro; UNAYAMA, Takashi) 
DP 21-E-043

●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COVID-19 on Labor Markets: 
People's Movement and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HOSHI, Kisho; KASAHARA, Hiroyuki; MAKIOKA, Ryo) 
DP 21-E-045

● Sustainability and Credit Spreads in Japan (OKIMOTO, 
Tatsuyoshi;  TAKAOKA, Sumiko) DP 21-E-052

● When Does the Japan Empowering Women Index Outperform Its 
Parent and the ESG Select Leaders Indexes? (AONO, Kohei; 
OKIMOTO, Tatsuyoshi) DP 21-E-053

● Macro Uncertainties and Tests of Capital Structure Theories 
across Renewable and Non-Renewable Resource Companies 
(IRAWAN, Denny; OKIMOTO, Tatsuyoshi) DP 21-E-055

● Algorithm is Experiment: Machine Learning, Market Design, and 
Policy Eligibility Rules (NARITA, Yusuke; YATA, Kohei) 
DP 21-E-057

●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Japanese Firms: Mobility and 
Resilience via Remote Work (KAWAGUCHI, Daiji; KITAO, Sagiri; 
NOSE, Manabu) DP 21-E-063

●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he Age of Trade Wars, Covid-19, 
and Strategic Rivalries (THORBECKE, Willem) DP 21-E-064

● Favored Welfare Programs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e Effect 
of Subsidize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Elderly on Demand and 
Wages for Taxi Services (HASHIMOTO, Yuki; KOMAE, Kazutomo) 
DP 21-E-074

● Productivity of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anel Data Analysis (MORIKAWA, Masayuk) 
DP 21-E-078

● COVID-19, Vaccin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MORIKAWA, 
Masayuk) DP 21-E-079

● Social Pressure in Football Matches: An Event Study of "Remote 
Matches" in Japan (ARAKI, Shota; MORITA, Hiroshi) DP 21-E-095

● The Effects of Emulation in the Reward System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Selective Incentive, and Gender Inequality 
(YAMAGUCHI, Kazuo) DP 21-E-101

● Indonesia and Vietnam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Age of 
COVID: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THORBECKE, Willem; KATO, 
tsuyuki) DP 22-E-010

● Explor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the Role of Vaccines (INOUE, Tomoo; 
OKIMOTO, Tatsuyoshi) DP 22-E-011

● Has COVID-19 Permanently Changed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INOUE, Hiroyasu; TODO, Yasuyuki) DP 22-E-018

●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Crises on the Trilemma Configurations 
(AIZENMAN, Joshua; CHINN, Menzie; ITO, Hiroyuki) 
DP 22-E-029

政策论文
●孟加拉国：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影响（宇左见 干、福冈 功庆）

PDP 21-P-010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互联网调查结果报告
与讨论（关泽 洋一）PDP 21-P-017

●关于供应链管理中非经济价值的多元化（福冈 功庆、坂本 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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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 21-P-019
●关于新冠疫情下的劳动供给与伴侣关系（2020年分析）（庄野 
嘉恒、菅井 郁、长谷部 拓也）PDP 21-P-021

●新冠疫情蔓延危机下的男女工资差异（角谷 和彦）
PDP 22-P-001

●利用新冠疫情相关支持措施的企业的生产率、工资和收益性（森
川 正之）PDP 22-P-002

● Status of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Survey on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2020) (Overview of Results by 
Industry and R&D Expenditures) (TAMURA, Suguru) 
PDP 22-P-015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Revitalising Multilateralism: Pragmatic Ideas for the 
New WTO Director-General” 

（2021/4/20） 参见参见P.81

"世界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展望——复兴差异扩大，推进复苏" 
（2021/5/26） 参见参见P.81

"2021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微小企业白皮书：克服危机，重回
稳健增长轨道" 

（2021/6/1） 参见参见P.81

"2021年版产品制造白皮书：制造业新常态，增韧、环保与数字化" 
（2021/6/22） 参见参见P.81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
企划）】 
"区块链的现今：数字所有权以及数据管理的最新事例" 
（2021/7/8） 参见参见P.81

"关于2021年版能源白皮书" 
（2021/7/15） 参见参见P.81

"食品科技——培育制胜世界的饮食文化" 
（2021/9/8） 参见参见P.82

"DX（数字化转型）的思考方式" 
（2021/9/10） 参见参见P.82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
企划）】 

“Business Reinvention of Japan and DX: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21/10/15） 参见参见P.82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
企划）】 
"不断变化、进化的SMBC集团的数字战略" 
（2021/10/29） 参见参见P.8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以及亚太的经济展望：疫情之下的复
苏——健康问题、供应紊乱、物价压力" 

（2021/12/1） 参见参见P.82

"保护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创业者：魅力何在" 
（2022/1/20） 参见参见P.83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
企划）】 
"通过推进智能城市实现地方振兴的新战略——瞄准数字乡村城市
国家理念的未来" 

（2022/2/2） 参见参见P.83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
企划）】 
"SRE控股公司的DX部署与纵向软件即服务（SaaS）的建立" 
（2022/2/25） 参见参见P.83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
企划）】 
"风险管理与数字化转型（DX）" 
（2022/3/2） 参见参见P.83

"数字化转型（DX）构想与教育的未来" 
（2022/3/4） 参见参见P.83

“APEC: Driving Asia-Pacific'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2022/3/11） 参见参见P.83

ISEAS-RIETI联合主办网络研讨会

"东南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商务贡献" 
（2021/5/25） 参见参见P.9，P.70

日本、东盟商务周特别BBL网上讨论会

"东南亚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与中美的关系思考" 
（2021/5/27） 参见参见P.70

RIETI联合主办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第123届研发

研讨会

"文理融合创造未来社会以及安全措施" 
（2021/6/11） 参见参见P.71

RIETI、日欧产业合作中心联合网络研讨会

"为实现碳中和——日本、欧盟工业与制度论的挑战" 
（2021/6/24） 参见参见P.72

RIETI-ERIA 合办BBL网络讲座

"东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 
（2021/7/1） 参见参见P.72

Fondation France Japon - RIETI - Banque de 

France Joint Workshop
“How COVID-19 Impacts Supply Chains and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Europe and Asia” 

（2021/7/12） 参见参见P.73

RIETI合办、一般财团法人机械振兴协会经济研究所网络讲

座

"社会课题（联合国SDGs）的解决：AI×ESG" 
（2021/9/27） 参见参见P.74

ISEAS-RIETI合办网上研讨会

“Climate Action by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2021/10/7） 参见参见P.9，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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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TIER-KIET Workshop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in East Asia” 

（2021/10/27） 参见参见P.10，P.80

东北大学-RIETI合办政策研讨会

"新冠疫情改变的社会" 
（2021/11/10） 参见参见P.3，P.75

RIETI-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日欧产业协力中心合作网上研

讨会

"利用碳定价与市场机制实现净零" 
（2022/1/27） 参见参见P.77

RIETI-ANU政策研讨会

"大国间战略竞争时代的多边主义展望：超越CPTPP" 
（2022/2/8） 参见参见P.4，P.77

RIETI-JRI合办网上研讨会

"能源需求驱动（demand driven）的低碳经济" 
（2022/3/15） 参见参见P.78

RIETI-CEPR研讨会

"探索新资本主义" 
（2022/3/23） 参见参见P.4，P.78

出版物

《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2——通商和贸易政策》（中文版） 
（阿部 武司　编著） 
中信出版，2021年4月 参见参见P.66

《服务立国论》（中文版） 
（森川 正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参见参见P.66

“Spatial Economics for Building Back Better” 

(Written by FUJITA Masahisa, HAMAGUCHI Nobuaki, 
KAMEYAMA Yoshihiro）
Springer, October 2021 参见参见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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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编号DP编号 发表日期发表日期 题目题目 作者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研究课题编号

21-J-020 2021年4月 资本积累停滞与无形资产的作用―使用各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宮川 努（RIETI）
石川 贵幸（一桥大学）

VI-4

21-J-021 2021年4月 劳动方式改革的推广与实效性

高桥 孝平（早稻田大学）
有田 贤太郎（Mizuho Research & Technologies）
大湾 秀雄（RIETI）
风间 春香（Mizuho Research & Technologies）
儿玉 直美（RIETI）
酒井 才介（Mizuho Research & Technologies）
竹内 诚也（Mizuho Research & Technologies）

VII-2

21-J-022 2021年4月 新冠疫情蔓延期间政府提供的现金补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宇南山 卓（RIETI）
古村 典洋（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服部 孝洋（东京大学）

其他

21-J-023 2021年4月 提高接种疫苗意识：通过不干扰自主决策的助推宣传
佐佐木 周作（东北学院）
斋藤 智也（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传染病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大竹 文雄（大阪大学）

其他

21-J-024 2021年5月 新冠疫情危机与企业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21-J-025 2021年5月 分析紧凑型城市对移动距离、每种交通工具所需时间的影响
沓泽 隆司（RIETI）
赤井 伸郎（大阪大学）
竹本 亨（日本大学）

其他

21-J-026 2021年5月 哪些人不愿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根据互联网调查的验证

关泽 洋一（RIETI）
桥本 空（United Communications Inc.）
越智 小枝（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
宗 未来（东京牙科大学）
传田 健三（平松纪念医院）

其他

21-J-027 2021年5月 从长期上市企业数据看日本经济增长和停滞的根源

深尾 京司（RIETI）
金 荣慤（专修大学）
权 赫旭（RIETI）

VI-其他

21-J-028 2021年6月 产品制造补贴的效应分析：根据业务实施场所和申请类型的分析
桥本 由纪（RIETI）
平泽 俊彦（东京大学）

IX-2

21-J-029 2021年6月
新冠疫情中企业实态调查概要（改订版）
企业针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对策与政策支持措施：基于调查的分析

植杉 威一郎（RIETI）
小野 有人（中央大学）
本田 朋史（东京大学）
荒木 翔太（RIETI）
内田 浩史（神户大学）
小野冢 祐纪（小樽商科大学）
川口 大司（RIETI）
鹤田 大辅（日本大学）
深沼 光（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细野 薰（RIETI）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
安田 行宏（一桥大学）
家森 信善（RIETI）

V-3

21-J-030 2021年7月 2000年代产业振兴政策
渡边 纯子（京都大学）
武田 晴人（RIETI）

SP-其他

21-J-031 2021年7月
关于为避免新冠病毒感染传播企业减少面对面接触：日本企业的数字化和全球
化关系的调查结果概要

富浦 英一（RIETI）
伊藤 万里（RIETI）
熊埜御堂 央（一桥大学）

II-1

21-J-032 2021年7月 戒烟计划对生产率的短期影响

高桥 孝平（早稻田大学）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
大湾 秀雄（RIETI）

VII-2

21-J-033 2021年7月 经济泡沫时期日本的土地交易和资本收益／损失的后果
宇南山 卓（RIETI）
吉川 洋（RIETI）

V-2

21-J-034 2021年7月 关于"目标倾销"―WTO协议解释的成就与局限 宫冈 邦生（森・滨田松本律师事务所） II-2

21-J-035 2021年7月
欧洲法院Schrems II案判决对跨境数据流通影响的考察
―聚焦对日本倡导的DFFT构想的影响

渡边 翔太（野村综合研究所） II-2

21-J-036 2021年7月 机构投资家参与的动机与效果

日高 航（东京工业大学）
池田 直史（日本大学）
井上 光太郎（东京工业大学）

VIII-1

21-J-038 2021年8月 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s Tax）的动向 渊 圭吾（神户大学） II-2

研究论文 工作论文／Discussion Paper

原则上，工作论文是经过内部讨论后以专业论文的形式整理而成的研究成果。
为了唤起广泛的探讨，RIETI将这些论文公布在网站上，并可以下载。

※以下为2021年4月～2022年3月期间发表的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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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039 2021年8月 日本的理科教育与研发能力的变迁

西村 和雄（RIETI）
宫本 大（同志社大学）
八木 匡（同志社大学）

VII-3

21-J-041 2021年8月 新冠疫情与远程办公的生产率：跟踪数据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21-J-042 2021年8月 新冠疫情、疫苗接种与消费行为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21-J-044 2021年9月
重新评估变化中的日本就业制度下的组织公民行为―隶属型、挑战型组织公民
行为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久米 功一（东洋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佐野 晋平（神户大学）
安井 健悟（青山学院大学）

VII-1

21-J-045 2021年9月 正规雇用员工的工作参与

久米 功一（东洋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佐野 晋平（神户大学）
安井 健悟（青山学院大学）

VII-1

21-J-046 2021年9月 初中的强制性社团活动对技能和成果的影响

安井 健悟（青山学院大学）
佐野 晋平（神户大学）
久米 功一（东洋大学）
鹤 光太郎（RIETI）

VII-1

21-J-047 2021年9月 日本的银行流动性创造指数

郡司 大志（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
小野 有人（中央大学商学系）
镇目 雅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内田 浩史（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研究科）
安田 行宏（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V-3

21-J-048 2021年9月 日本金融中介成本的长期推算

郡司 大志（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
小野 有人（中央大学商学系）
镇目 雅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内田 浩史（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研究科）
安田 行宏（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V-3

21-J-049 2021年10月 使用机械学习技术的账户级异常检测

宇速 哲平（AZUSA监查法人）
近藤 聪（AZUSA监查法人）
白木 研吾（AZUSA监查法人）
真田 贵央（AZUSA监查法人）
须崎 公介（AZUSA监查法人）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

V-3

21-J-050 2021年10月
2000年代以后的法人税改革的影响―使用企业特定的前瞻性实际有效税率的
分析

马场 康郎（三菱UFJ调查与咨询株式会社）
小林 庸平（RIETI）
佐藤 主光（RIETI）

IX-3

21-J-051 2021年11月 美国批评WTO专家组―重新研究TBT协议"合法监管的差异" 内记 香子（名古屋大学） II-2

21-J-052 2021年12月 中国的产业补助与上市企业的创新活动―微观数据分析 张 红咏（RIETI） II-7

21-J-053 2021年12月
地方公共团体移居促进措施与人口迁移的关系
―市町村、人员、就业综合战略的文本分析

荒川 清晟（RIETI）
野寄 修平（东京大学）
中田 登志之（东京大学）

其他

22-J-001 2022年1月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被外国企业收购？：使用个人对内投资偏好调查的实证分析
伊藤 万里（RIETI）
田中 鲇梦（RIETI）
神事 直人（RIETI）

II-6

22-J-002 2022年1月 人流与新冠病毒新规感染人数变化率的动态关系以及疫苗的作用
井上 智夫（成蹊大学）
冲本 龙义（RIETI）

其他

22-J-003 2022年1月 2011年都道府县投入产出表的制作及其概要 新井 园枝（RIETI） VI-2

22-J-004 2022年2月 数字贸易协议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与数据管理 石井 由梨佳（防卫大学校） II-2

22-J-005 2022年2月 新冠疫情下远程办公的生产力率动态：根据企业追踪数据分析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22-J-006 2022年3月 从新冠疫情的动荡到新日常生活的转变：使用消费大数据记录的两年

小西 叶子（RIETI）
斋藤 敬（RIETI）
金井 肇（株式会社 INTAGE）
伊艺 直哉（株式会社 INTAGE RESEARCH）
水村 纯一（JFK营销服务株式会社）
志贺 恭子（株式会社Zaim）
末安 庆太（株式会社Zaim）
滨口 凌辅（株式会社Zaim）

V-8

22-J-007 2022年3月 R-JIP数据库2021的推算方法与分析结果
德井 丞次（RIETI）
牧野 达治（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VI-2

22-J-008 2022年3月
重新考察地区间服务价格差异与生产率差距
―批发、零售价格差异的推算以及包含转换为基于附加值的价格差异推算

德井 丞次（RIETI）
水田 岳志（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VI-2

22-J-009 2022年3月 中国强化对数字平台运营商的监管―以反垄断法为重点 川岛 富士雄（神户大学） II-2

22-J-010 2022年3月
探索推动风疹抗体检测和疫苗接种的助推信息
―根据全国规模在线现场实验的效果验证

加藤 大贵（大阪大学）
佐佐木 周作（东北学院大学）
大竹 文雄（RIETI）

IX-5

22-J-011 2022年3月
通过回归间断设计验证风疹预防措施的效果
―抗体检测与疫苗接种免费优惠券的自动发送

加藤 大贵（大阪大学）
佐佐木 周作（东北学院大学）
大竹 文雄（RIETI）

IX-5

51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

研
究
活
动



DP编号DP编号 发表日期发表日期 题目题目 作者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研究课题编号

22-J-012 2022年3月 有关中国"经商环境最优化"与重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察 孟 健军（RIETI）
潘 墨涛（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其他

22-J-013 2022年3月 电力制度的经济学 I：供电、电源连接、电网增强 金本 良嗣（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V-1

22-J-014 2022年3月 土地投入与地区间生产率差距
德井 丞次（RIETI）
水田 岳志（原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VI-2

22-J-015 2022年3月
智能城市的国际标准化
―中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草案"呈现的规则制定现状 内记 香子（名古屋大学） 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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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编号DP编号 发表日期发表日期 题目题目 作者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研究课题编号

21-E-029 2021年4月
China's Investment in Intangible Assets by Industry: A Preliminary Estimation in 
an Extended Sources-of-Growth Framework

HAO, Janet X. (The Conference 
Board, New York)
WU, Harry X.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 
The 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Beiji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其他

21-E-030 2021年4月
Carbon Tax and Border Tax Adjustments with Technology and Location 
Choices

CHENG, Haita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SHIKAWA Jota (RIETI)

II-4

21-E-031 2021年4月 Conditional Capital Surplus and Shortfall across Resource Firms
IRAWAN, Denn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21-E-032 2021年4月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and Trade, Reconsidered
ARA, Tomohiro (Fukushima 
University)

II-4

21-E-033 2021年4月
How Do ESG Performance and Awareness Affect Firm Value and Corporate 
Overinvestment?

IRAWAN, Denn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21-E-034 2021年4月 Curse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2020
NARITA, Yusuke (RIETI)
SUDO, Ayumi (Yale University)

其他

21-E-035 2021年4月 Centrality Bias in Inter-city Trade
MORI, Tomoya (RIETI)
WRONA, Jens (University of Duisburg-
Essen)

III-2

21-E-036 2021年4月
Wake Not a Sleeping Lion: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Decision Rights in 
Multinationals

MUKUNOKI, Hiro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OKOSHI, Hirofumi (Okayama 
University)

II-4

21-E-037 2021年5月
Understand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News to French Financial 
Market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其他

21-E-038 2021年5月
Innovation for Tax Avoidanc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OKOSHI, Hirofumi (Okayama 
University)

II-4

21-E-039 2021年5月
Are Applying for and Receiving Subsidy Worth for Smal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Support Program in Japan

HASHIMOTO, Yuki (RIETI)
TAKAHASHI, Kohei (Waseda 
University)

IX-2

21-E-040 2021年5月
Enhancing Team Productivity through Shorter Working Hour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SHANGGUAN, Ruo (Waseda 
University)
DEVARO, Jed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
OWAN Hideo (RIETI)

VII-2

21-E-041 2021年5月 Socio-Life Scientific Survey on COVID-19

HIROTA, Shigeru (RIETI)
SETOH, Kazuya (Kyoto University)
YODO Masato (Kyoto University)
YANO Makoto (RIETI)

VIII-4

21-E-042 2021年5月 Uncertainty of Firms' Economic Outlook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21-E-043 2021年6月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on Consump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pecial Cash Payments

HATTORI, Takahi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KOMURA, Norihiro (Kyoto University)
UNAYAMA, Takashi (RIETI)

其他

21-E-044 2021年6月 The Resilience of FDI to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Industrial Linkages
KATO, Hayato (Osaka University)
OKUBO, Toshihiro (Keio University)

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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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045 2021年6月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COVID-19 on Labor Markets: People's Movement 
and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HOSHI, Kish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KASAHARA, Hiroyuki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MAKIOKA, Ryo (RIETI)
SUZUKI, Michio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ESRI), Cabinet 
Office / Tohoku University)
TANAKA Satoshi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其他

21-E-046 2021年6月
Do Japanese Expatriates Matter for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 Role-
Based Analysis of Three-Wave Panel Data

EDMAN, Jesper (Waseda University)
TAKEUCHI, Riki (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VII-2

21-E-047 2021年6月 Culture, Taste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esting the Localized Taste Hypothesis

GUERRERO, Cecilia (Heinrich Heine 
University Düsseldorf)
MORI, Tomoya (RIETI)
WRONA, Jens (University Duisburg-
Essen, CESifo, DICE)

III-2

21-E-048 2021年6月
Why Do Citizens Prefer Highly Skilled Immigrants to Low-Skilled Immigrants? 
Identifying Causal Mechanisms of Immigration Preferences with a Survey 
Experiment

IGARASHI, Akira (Rikkyo University)
MIWA, Hirofumi (Gakushuin 
University)
ONO, Yoshikuni (RIETI)

VIII-6

21-E-049 2021年6月
Graduation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Firms from Junior Stock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HONJO, Yuji (RIETI)
KURIHARA, Koki (Chuo University)

IV-2

21-E-050 2021年6月 Nagahama Survey on Social Science

YANO, Makoto (RIETI)
HIROTA, Shigeru (RIETI)
YODO, Masato (Kyoto University)
MATSUDA, Fumihiko (Kyoto 
University)

VIII-4

21-E-051 2021年7月 Outsourcing Active Ownership in Japan

BECHT, Marco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FRANKS, Julian (London Business 
School)
MIYAJIMA, Hideaki (RIETI)
SUZUKI, Kazunori (Waseda 
University)

VIII-1

21-E-052 2021年7月 Sustainability and Credit Spreads in Japan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TAKAOKA, Sumiko (Seikei University)

其他

21-E-053 2021年7月
When Does the Japan Empowering Women Index Outperform Its Parent and 
the ESG Select Leaders Indexes?

AONO, Kohei (Ritsumeikan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21-E-054 2021年7月 Measuring Robot Quality: Has Quality Improvement Slowed Down?

FUJIWARA, Ippei (RIETI)
KIMOTO, Ryo (Keio University)
SHIRATSUKA, Shigenori (Keio 
University)
SHIROTA, Toyoichiro (Hokkaido 
University)

I-4

21-E-055 2021年7月
Macro Uncertainties and Tests of Capital Structure Theories across Renewable 
and Non-Renewable Resource Companies

IRAWAN, Denn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21-E-056 2021年7月
Optimal Wealth Taxation in the 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with 
Unemployment

HIRAGUCHI, Ryoji (Meiji University) V-2

21-E-057 2021年7月
Algorithm is Experiment: Machine Learning, Market Design, and Policy 
Eligibility Rules

NARITA, Yusuke (RIETI)
YATA, Kohei (Yale University)

其他

21-E-058 2021年7月
Explaining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A Monetary Growth-Theoretic 
Approach

FURUKAWA, Yuichi (RIETI)
LAI, Tat-kei (IÉ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NIWA, Sumiko (Sonoda Women's 
University)

VIII-3

21-E-059 2021年7月 Place-Based Polic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Corporate Investment

LAPOINT, Cameron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SAKABE, Shogo (Columbia 
University)

V-2

21-E-060 2021年7月
Horizontal Foreclosure with Vertically Shared Large Value: Qualcomm's License 
Fee Contracts and Anti-Monopoly Decisions by Government in China's 
Smartphone Integrated Circuits Market, 2011-2014

WATANABE, Mariko (Gakushuin 
University)

II-其他

21-E-061 2021年7月 Gender Stereotypes among Japanese Voters
ENDO, Yuya (Tohoku University)
ONO, Yoshikuni (RIETI)

VI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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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062 2021年7月
Decomposition Approach Applied on the Effects of Taxes and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Siz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Japan

OHNO, Taro (Shinshu University)
KITAMURA, Yukinobu (Rissho 
University)
MIYAZAKI, Takeshi (Kyushu 
University)

V-2

21-E-063 2021年7月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Japanese Firms: Mobility and Resilience via Remote 
Work

KAWAGUCHI, Daiji (RIETI)
KITAO, Sagiri (RIETI)
NOSE, Manabu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其他

21-E-064 2021年8月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he Age of Trade Wars, Covid-19, and Strategic 
Rivalrie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其他

21-E-065 2021年8月 The Liability of Aging in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USHIJIMA, Tatsuo (Keio University) VIII-1

21-E-066 2021年8月
The Size of Micro-originate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An analysis of firm-level 
input-output linkages in Japan

ARATA, Yoshiyuki (RIETI)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3

21-E-067 2021年8月
Going-Private Transactions and Ex-Post Firm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agement Buyouts

KAWANISHI, Takuya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Kumamoto)

VIII-1

21-E-068 2021年8月
Technical Inefficiency and Firm Behavior: A Panel Study of Japanese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Firms

OGAWA, Kazuo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V-3

21-E-069 2021年8月
Effect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Cash Holdings: Evidence from Japan

FUJITANI, Ryosuke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HATTORI, Masazu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YASUDA, Yukihi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3

21-E-070 2021年8月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ccording to HANK
INOSE, Junya (Mitsubishi Research 
Institute, Inc.)

V-2

21-E-071 2021年8月 Temporary Work Contracts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Outcomes

ASAI, Yukik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Waseda University)
KOUSTAS, Dmitri K. (University of 
Chicago)

VII-2

21-E-072 2021年8月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eaching Gender Roles: Evidence from 
Desegregating Industrial Arts and Home Economics in Japan

HARA, Hiromi (Japan Women's 
University)
RODRÍGUEZ-PLANAS, Núria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Queens 
College)

IX-1

21-E-073 2021年8月 Medical Expenditures over the Life Cycle: Persistent Risks and Insurance

FUKAI, Tai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CHIMURA, Hidehiko (University of 
Arizona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KITAO, Sagiri (RIETI)
MIKOSHIBA, Minam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6

21-E-074 2021年8月
Favored Welfare Programs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e Effect of Subsidized 
Transportation for the Elderly on Demand and Wages for Taxi Services

HASHIMOTO, Yuki (RIETI)
KOMAE, Kazutom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其他

21-E-075 2021年8月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Increas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Japan

SATO, Kazuma (Takushoku 
University)

VII-4

21-E-076 2021年9月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Gender Gaps: A Model-based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SASAHARA, Akira (Keio University)
MORI, Hiroaki (Senshu University)

II-4

21-E-077 2021年9月 Current Account Dynamics: On Income and Trade Balance
YOSHIDA, Yushi (Shiga University)
ZHAI, Weiyang (Shiga University / 
RIETI)

I-2

21-E-078 2021年9月
Productivity of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anel 
Data Analysis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21-E-079 2021年9月 COVID-19, Vaccin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MORIKAWA, Masayuki (RIETI) 其他

21-E-080 2021年10月
Invoice Currency Choice und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Japanese SMEs

GOTO, Mizuk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HAYAKAWA, Kazunobu (IDE-JETRO)
KOIBUCHI, Satoshi (Chuo University)
YOSHIMI, Taiyo (Chuo University)

I-2

21-E-081 2021年10月 Early-Life War Experienc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Outcomes

ESHRAGHI, Arman (Cardiff University)
TAKAHASHI, Hidetomo (Hosei 
University)
XU, Peng (Hosei University)

VIII-1

54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年度报告　2021/4 - 2022/3



DP编号DP编号 发表日期发表日期 题目题目 作者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研究课题编号

21-E-082 2021年10月
How Do Disasters Change Inter-Group Perceptions? Evidence from the 2018 
Sulawesi Earthquake

KASHIWAGI, Yuzuka (Waseda 
University /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arth Science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TODO, Yasuyuki (RIETI)

II-5

21-E-083 2021年10月
Distant Lending for Regional Small Businesses Using Public Credit Guarantee 
Schemes: Evidence from Japan

TSURUTA, Daisuke (Nihon University) V-3

21-E-084 2021年10月 Distribution of Long-run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he US

ARIKAWA, Yasuhiro (Waseda 
University)
MEHROTRA, Vikas (University of 
Alberta)

VIII-1

21-E-085 2021年10月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ompact City Policy on Incumbent Retailers: Evidence 
from Toyama City

IWATA, Shinichiro (Kanagawa 
University)
KONDO, Keisuke (RIETI)

III-其他

21-E-086 2021年10月
Is Entering a Selective School the Ultimate Goal or Just a Start? The Effect of 
Ordinal Rank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Quality in a Selective 
Secondary School

ISOZUMI, Koji (Keio University)
ITO, Hirotake (Keio Research Institute 
at SFC)
NAKAMURO, Makiko (Keio University)
YAMAGUCHI, Shintar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X-其他

21-E-087 2021年10月
Windfalls?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vestment Tax Incentives due to Financial 
Constraints

ORIHARA, Masanori (University of 
Tsukuba)
SUZUKI, Takafumi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IX-3

21-E-088 2021年10月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Land Use Regulation on Land Price: At the Kink Point 
of Building Height Limits in Fukuoka

NAKAJIMA, Kentaro (RIETI)
TAKANO, Keisuke (Japan Transport 
and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III-6

21-E-089 2021年11月 Does Trade Credit Absorb Adverse Shocks?
TSURUTA, Daisuke (Nihon University)
UCHIDA, Hirofumi (Kobe University)

V-3

21-E-090 2021年11月 Are SMEs Avoiding Compliance Costs? Evidence from VAT Reforms in Japan

SUZUKI, Takafumi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KAWAKUBO, Takafumi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X-3

21-E-091 2021年11月 Population Aging and Small Business Exits XU, Peng (Hosei University) V-3

21-E-092 2021年11月 We Are Alike: Capital Structure of Japanese SMEs Across Prefectures

OZTURK, Huseyin (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YASUDA, Yukihir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3

21-E-093 2021年11月 Robot Penetration and Task Changes

ARAI, Kosuke (Keio University)
FUJIWARA, Ippei (RIETI)
SHIROTA, Toyoichiro (Hokkaido 
University)

I-4

21-E-094 2021年11月
Sources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or Listed Firms Spanning More Than Five Decades

FUKAO, Kyoji (RIETI)
KIM, YoungGak (Senshu University)
KWON, Hyeog Ug (RIETI)

VI-其他

21-E-095 2021年12月
Social Pressure in Football Matches: An Event Study of "Remote Matches" in 
Japan

ARAKI, Shota (RIETI)
MORITA, Hiroshi (Hosei University)

其他

21-E-096 2021年12月
The Social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Avoiding Crowded Plac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MATSUNAGA, Lucas Heiki (Tohoku 
University)
AOKI, Toshiaki (Tohoku University)
FAIAD, Cristiane (University of 
Brasilia)
ALDRICH, Daniel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TSENG, Po-Hsing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IDA, Jun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VIII-3

21-E-097 2021年12月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 across 
Regions

KAWASAKI, Rachael Kei (Kyoto 
University)
IKEDA, Yuichi (Kyoto University)

V-6

21-E-098 2021年12月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Firms: Comrades or Competitor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I-5

21-E-099 2021年12月
Assessing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ased 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AIREBULE, Palizha (Sumitomo Mitsui 
Trust Bank)
CHENG, Haita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SHIKAWA, Jota (RIETI)

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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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100 2021年12月 Multinational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LVIAREZ, Vanessa (UBC Sauder)
CHEN, Cheng (Clemson University)
PANDALAI-NAYAR, Nitya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NBER)
VARELA, Liliana (LSE / CEPR)
YI, Kei-Mu (University of Houston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 
NBER)
ZHANG, Hongyong (RIETI)

II-7

21-E-101 2021年12月
The Effects of Emulation in the Reward System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Selective Incentive, and Gender Inequality

YAMAGUCHI, Kazuo (RIETI) 其他

21-E-102 2021年12月
Carrying Carbon? Negative and Positive Carbon Leakage with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HIGASHIDA, Keisaku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ISHIKAWA, Jota (RIETI)
TARUI, Nori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II-4

22-E-001 2022年1月 Tracking Exchange Rate Determinants amid the Pandemic MASUJIMA, Yuki (Bloomberg L.P.) I-2

22-E-002 2022年1月
Why Do People Oppose Foreign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Individual-Level Data

ITO, Banri (RIETI)
TANAKA, Ayumu (RIETI)
JINJI, Naoto (RIETI)

II-6

22-E-003 2022年1月
Investigating How Exchange Rates Affected the Japanese Economy after the 
Advent of Abenomic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I-5

22-E-004 2022年2月
Do Teachers' College Majors Affect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Sciences? A Cross Subfields Analysis with Student-Teacher Fixed Effects

INOUE, Atsushi (Nipp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TANAKA, Ryuichi (RIETI)

IX-4

22-E-005 2022年2月
Individual Preferences Toward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njoint 
Survey Experiment

TANAKA, Ayumu (RIETI)
ITO, Banri (RIETI)
JINJI, Naoto (RIETI)

II-6

22-E-006 2022年2月
Effects of the Quality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on Venture Finance: Evidence 
from University Spinoffs in Japan

FUKUGAWA, Nobuya (Tohoku 
University)

IV-2

22-E-007 2022年2月
Third Country Effects of Trump Tariffs: Which Countries Benefited from Trump's 
Trade War?

ITO, Tada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II-6

22-E-008 2022年2月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Voting Rights: Evidence from Survey 
Experiments

IGARASHI, Akira (Osaka University)
ONO, Yoshikuni (RIETI)

VIII-6

22-E-009 2022年2月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arkups

HOSONO, Kaoru (RIETI)
TAKIZAWA, Miho (Gakushuin 
University)
YAMANOUCHI, Kenta (Kagawa 
University)

VI-3

22-E-010 2022年2月
Indonesia and Vietnam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Age of COVID: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THORBECKE, Willem (RIETI)
KATO, Atsuyuki (RIETI)

其他

22-E-011 2022年2月
Explor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the Role of Vaccines

INOUE, Tomoo (Seikei University)
OKIMOTO, Tatsuyoshi (RIETI)

其他

22-E-012 2022年2月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Markups

HOSONO, Kaoru (RIETI)
TAKIZAWA, Miho (Gakushuin 
University)
YAMANOUCHI, Kenta (Kagawa 
University)

VI-3

22-E-013 2022年3月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Chinese Imports and Offshoring: Evidence from 
Matched-Foreign Affiliate-Domestic Parent-Domestic Plant Data in Japan

KIYOTA, Kozo (RIETI)
NAKAJIMA, Kentaro (RIETI)
TAKIZAWA, Miho (Gakushuin 
University)

VI-3

22-E-014 2022年3月 Misalloc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Death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OIKAWA, Koki (Waseda University)
UEDA, Kozo (Waseda University)

VI-3

22-E-015 2022年3月
Does Employee Downsizing Work? Evidence from Product Innovation at 
Manufacturing Plants

OKUDAIRA, Hiroko (Doshisha 
University)
TAKIZAWA, Miho (Gakushuin 
University)
YAMANOUCHI, Kenta (Kagawa 
University)

VI-3

22-E-016 2022年3月 Why Women Work the Way They Do in Japan: Roles of Fiscal Policies
KITAO, Sagiri (RIETI)
MIKOSHIBA, Minam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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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017 2022年3月
Achieving Inclusive Transportation: Fully Automated Vehicles with Social 
Support

YOO, Sunbin (Urban Institute, 
Kyushu University)
KUMAGAI, Junya (Urban Institute, 
Kyushu University)
KAWABATA, Yuta (Urban Institute, 
Kyushu University)
MANAGI, Shunsuke (RIETI)

V-5

22-E-018 2022年3月 Has COVID-19 Permanently Changed Online Consumption Behavior?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 RIKEN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Science)
TODO, Yasuyuki (RIETI)

其他

22-E-019 2022年3月 The Effects of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on Japan's Trade ITO, Tadashi (Gakushuin University) II-6

22-E-020 2022年3月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Regime

YOSHIDA, Yushi (Shiga University)
Weiyang ZHAI (Shiga University)
SASAKI Yuri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ZHANG, Siyu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I-3

22-E-021 2022年3月 Impacts of Firm GVC Participation on Productivity: A Case of Japanese Firms
URATA, Shujiro (RIETI)
BAEK, Youngmin (Fukuyama 
University)

II-3

22-E-022 2022年3月 Spatial Gaps in Minimum Wages and Job Search of Young Workers
HAMAGUCHI, Nobuaki (RIETI)
KONDO, Keisuke (RIETI)

III-1

22-E-023 2022年3月 Fixed Costs in Exporting and Investing

BAEK, Youngmin (Fukuyama 
University)
HAYAKAWA, Kazunobu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II-3

22-E-024 2022年3月
Unemployment Gap between Long-term Immigrants and Natives in Japan: 
Considering heterogeneity among immigrants from Asia, the U.S. and UK, and 
South America

LIU, Yang (RIETI) VII-5

22-E-025 2022年3月
How Does the Reform of Rules of Origin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in Importing 
Countries?

HAYAKAWA, Kazunobu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YAMANOUCHI, Kenta (Kagawa 
University)

II-3

22-E-026 2022年3月
The Role of Face-to-face Contact in Innovation: The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in Japan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NAKAJIMA, Kentaro (RIETI)
OKAZAKI, Tetsuji (RIETI)
SAITO, Yukiko (RIETI)

III-7

22-E-027 2022年3月 Demand Shock Propagation Through an Input-output Network in Japan
Yoshiyuki ARATA (RIETI)
MIYAKAWA, Daisuke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VI-3

22-E-028 2022年3月
Complex Global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Geopolitical Risks Indices

SOUMA, Wataru (Rissho University)
ROMA, Carolina Magda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GOTO, Hiromitsu (Kanazawa Gakuin 
University)
IYETOMI, Hiroshi (Rissho University)
VODENSKA, Irena (Metropolitan 
College, Boston University)

V-6

22-E-029 2022年3月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Crises on the Trilemma Configurations

AIZENMAN, Joshu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NBER)
CHINN, Menzi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NBER)
ITO, Hiroyuki (RIETI)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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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P-009 2021年4月 高等教育与生产率、创新

乾 友彦（学习院大学）
池田 雄哉（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
策研究所）
柿埜 真吾（学习院大学）

VI-其他

21-P-010 2021年4月 孟加拉国：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影响 宇左见 干（METI）
福冈 功庆（RIETI） 其他

21-P-011 2021年6月 服务业领域的强化中小企业竞争力扶植政策的效果分析 牧冈 亮（RIETI） IX-2

21-P-012 2021年6月 基于城市集群秩序的地方政策的宏观视角 森 知也（RIETI） III-2

21-P-013 2021年7月 【WTO专家组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 】欧盟诉俄罗斯部分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措施案
（DS485）―具有moving target以及系统性适用的措施 清水 茉莉（METI） II-2

21-P-014 2021年7月 【WTO专家组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 】俄罗斯 -铁路设备案（DS499/R,499/AB/R）
― TBT协议第5条解释框架的明确化 平家 正博（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 II-2

21-P-015
（英文） 2021年8月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Standardization Activity （2019）: Situ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Activities in Business Entit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AMURA, Suguru （RIETI） 其他

21-P-016 2021年9月 有关中国明确表示有意加入CPTPP背景的考察

渡边 真理子（学习院大学）
加茂 具树（庆应义塾大学）
川岛 富士雄（神户大学）
川濑 刚志（RIETI）

II-2

21-P-017 2021年9月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互联网调查结果报告与讨论 关泽 洋一（RIETI） 其他

21-P-018 2021年11月 日本税收合规成本的定量评估
高木 骏平（METI）
中岛 佑佳（METI） IX-3

21-P-019 2021年11月 关于供应链管理中非经济价值的多元化
福冈 功庆（RIETI）
坂本 雅纯（METI） 其他

21-P-020 2021年12月 为实现日本模式Ver2.0：法人的目的、董事的作用、所有权结构 宫岛 英昭（RIETI） VIII-1

21-P-021 2021年12月 关于新冠疫情下的劳动供给与伴侣关系（2020年分析）
庄野 嘉恒（RIETI）
菅井 郁（RIETI）
长谷部 拓也（上智大学，METI）

其他

22-P-001 2022年1月 新冠疫情蔓延危机下的男女工资差异 角谷 和彦（RIETI） 其他

22-P-002 2022年2月 利用新冠疫情相关支持措施的企业的生产率、工资和收益性 森川 正之（RIETI） 其他

22-P-003 2022年3月 不良债权问题的经济学 小林 庆一郎（RIETI） I-1

22-P-004 2022年3月
【WTO专家组 ·上诉机构报告书解说 】澳大利亚平装烟草措施案（WT/DS435/441/458/ 
467/R, WT/DS435/441/AB/R）―以抑制消费为目的的商标使用权限制措施的WTO协
议整合性

伊藤 一赖（东京大学） II-2

22-P-005 2022年3月 日本经济的生产率与商务活力―使用企业层面数据与欧盟各国进行比较
泷泽 美帆（学习院大学）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 VI-3

研究论文 政策论文／Policy Discussion Paper

政策论文是指以活跃政策讨论为目的，与当前面临的政策课题具有紧密联系的即时性论文。
论文可以从本所网站下载。

TP编号TP编号 发表日期发表日期 题目题目 作者作者 研究课题编号研究课题编号

21-T-001 2021年4月 JIP数据库2018：推算方法与概要

深尾 京司（RIETI）
池内 健太（RIETI）
乾 友彦（学习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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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其他

※以下为2021/4月～2022/3月期间发表的政策论文。

研究论文 学术论文／Technical Paper

学术论文是与 RIETI 的研究相关的论文中，解说新的分析方法和数据等学术性浓厚的论文。论文内容在网站上公开，并可以下载。

※以下为2021年4月～2022年3月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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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经专家评审后发表于学术杂志上的英文研究论文一览

研究员的研究成果经专家评审后发表于英文学术杂志上。以下为刊载论文以及学术杂志名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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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wan, Denny, and Tatsuyoshi Okimoto. “Overinvestment an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renewable and non-renew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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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6518892030141X
RIETI Discussion Paper, 20-E-059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0060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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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iura, Eiichi, Banri Ito, Hiroshi Mukunoki, and Ryuhei Wakasugi.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mand for reciprocity in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Japan.”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58 (2021), 1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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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Integration, Volume 37, Number 1 (2022), 1- 29.
https://www.e-jei.org/journal/view.php?number=2013600262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9-E-090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9100035.html 

61

Tamura, Suguru, Shino Iwami, and Ichiro Sakata. “Knowledge formation of MPEG: Analysis using bibliographic.” Synthesiology, 2021. 
https://www.aist.go.jp/pdf/aist_j/synthesiology/web_2021/web_20210721.pdf
RIETI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16-P-007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6040001.html 

62

Masuhara, Hiroaki, and Kei Hosoya. “Convergent movement of COVID-19 outbreak in Japan based on SIR model.”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Volume 73 (2022), 29-4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13592621001491
RIETI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21-P-003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1010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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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ongyo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lob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rm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ume 24 (2021), 142-165. 
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internationaleconomy/24/0/24_ie2020.24.06.hz/_article
RIETI Discussion Paper, 21-E-014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1030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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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ta, Yuji, and Hideo Owan. “Peer effects on job satisfaction from exposure to elderly worker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ume 63 (2022), 10118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89158321000629
RIETI Discussion Paper, 20-E-084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0110001.html

65

Ito, Tadashi, Ryohei Nakamura, and Manabu Morita. “Wholesalers, indirect exports, geography, and economies of scope: Evidence from �rm 
transaction data in Japan.”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58 (2021), 10105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2142521000037?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7-E-114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7090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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沓泽隆司、赤井伸郎、竹本亨"有关城市紧凑度与居民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分析"，《交通学研究》第65号 , 75-82,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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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Discussion Paper, 21-J-025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105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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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Ting, and Junchao Zhang. “More schooling, more generou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36, Issue 1 (2022), 22–46.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asej.12260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7-E-074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7050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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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i, Yuri, Hirofumi Tatsumoto, and Fumihiko Iku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data utilization in Japanese companies: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sted and un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 of Japan, Volume 18, Number 3 (2022),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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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 Discussion Paper, 21-J-017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1030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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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ume 63 (2022), 10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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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2040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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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saki, Kentaro, and Kiyotaka Sato. “A new assessmen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pplication of an industry-speci�c G-PPP 
model.”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60 (2021), 10110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2142521000505 
RIETI Discussion Paper, 20-E-091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0120008.html

71

Hoshi, Kisho, Hiroyuki Kasahara, Ryo Makioka, Michio Suzuki, and Satoshi Tanaka.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COVID-19 on labor markets: 
People’s movement and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ume 63 (2022), 101199. 
https://doi.org/10.1016/j.jjie.2021.101170 
RIETI Discussion Paper, 21-E-045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21060007.html 

72

Miyagawa, Tsutomu, Konomi Tonogi, and Takayuki Ishikawa. “Does the productivity J-curve exist in Japan？–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the 
multiple q theor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ume 61 (2021), 10113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889158321000162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9-J-041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9070015.html 

73

Tanaka, Ayumu. “Higher wages in exporters and multinational �rms evidence from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Volume 19, Issue 1 (2022), 51-78. 
https://doi.org/10.1007/s10368-021-00517-2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5-E-106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509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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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hi, Kisho, Hiroyuki Kasahara, Ryo Makioka, Michio Suzuki, and Satoshi Tanaka. “Trade-off between job losses and the spread of COVID 19 
in Japan.”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Volume 72, Issue 4, Number 6 (2021), 68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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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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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olicy, Volume40, Issue1 (2022), 15 204-217.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oep.12546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9-J-040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9070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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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olicy, Volume 40, Issue 1 (2022), 218-232.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oep.12547 
RIETI Discussion Paper, 19-E-069 
https://www.rieti.go.jp/en/publications/summary/19090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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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ume 62 (2021), 1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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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研究成果的普及

开展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唤起政策讨论是政策研
究机构的重要作用。RIETI的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物、网
站、各种宣传资料、政策研讨会、工作研讨会和讲座等
进行普及。

出版物

网站

各种宣传资料

政策研讨会

工作研讨会

BBL讲座

登台演讲的非日本籍人员



宣传活动 出版物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

RIETI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书，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信息提供方面，而且在资料积累方面为社会做贡献。

第五期的出版物介绍（2020年～2022年）

Dynamics of Japan's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Post  
Rapid Growth Era 
(1980–2000)

-  April 2020
-  Written by Committee 

on the History of 
Japan's Trade and 
Industry Policy RIETI

-  Springer

Blockchain  
and Crypto  
Currency

-  April 2020
-  Edited by YANO 

Makoto, Chris DAI, 
MASUDA Kenichi, 
KISHIMOTO Yoshio

-  Springer

人得以重生�
―�用绳文的心态生活�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

-  2020年7月
-  藤 和彦　著
-  BESTBOOK 

新冠疫情危机的经济学 :�
建议与分析

-  2020年7月
-  小林 庆一郎、森川 正之　
编著

-  日经BP

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与熊彼特

-  2020年8月
-  吉川 洋　著
-  岩波书店

大型灾难风险与地方企业
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中小企业的增韧与�

地方金融机构的支持

-  2020年9月
-  家森 信善、滨口 伸明、
野田 健太郎　编著

-  中央经济社

为什么与“外来者”建立联系�
最为强大 :作为生存策略的�
网络经济学入门

-  2020年12月
-  户堂 康之　著
-  PRESIDENT Inc.

人工智能是否会使社会更富足�
人工智能的经济学 II

-  2021年3月
-  马奈木 俊介　编著
-  Minerva书房

新冠疫情危机的经济学

-  2021年4月
-  宫川 努　编著
-  中央经济社

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2�
―通商和贸易政策（中文版）

-  2021年4月
-  阿部 武司　编著
-  中信出版

服务立国论�
（中文版）

-  2021年9月
-  森川 正之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　�
货币选择的合理性、策略、组合

-  2021年9月
-  伊藤 隆敏、清水 顺子、鲤渊 贤、
佐藤 清隆　著

-  日本经济新闻出版

服务业的生产率与日本经济 :�
根据JIP数据库的�
实证分析与建议

-  2021年9月
-  深尾 京司　编
-  东京大学出版会

Spatial Economics for 
Building Back Better

-  October 2021
-  Written by FUJITA Masahisa, 

HAMAGUCHI Nobuaki, 
KAMEYAMA Yoshihiro

-  Springer

Socio-Life Science and  
the COVID-19 Outbreak

-  December 2021
-  Edited by YANO Makoto, 

MATSUDA Fumihiko,  
Anavaj SAKUNTABHAI,  
HIROTA Shigeru

-  Springer

发明的经济学�
面向创新的知识创造

-  2022年3月
-  长冈 贞男　著
-  日本评论社

以下网页介绍了RIETI第一期～第四期的出版物。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rb.html
https://www.rieti.go.jp/cn/publications/act_rb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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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网站 https://www.rieti.go.jp/cn/

　　由日语、英语和中文组成的网站是RIETI宣传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研究员的研究成
果"工作论文"及各个项目的研究成果通过网站广泛转播，作为活跃政策讨论的方法而举
办的政策研讨会的视频、会议记录、研究员提出政策建议的专栏文章等都公布在网站上，
对个别政策议题的深入探讨也在这里发布。

网站还充实了研究员个人和研究会原创的内容，�

提供大量在其他地方接触不到的宝贵资料和信息。

例如

　　在"EBPM Report"栏目刊登循证决策（EBPM：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相关的报告。在世界对EBPM的关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本所研究员从学术性和政策性角度，发布了对各种课题的研究成果。
https://www.rieti.go.jp/jp/special/ebpm_report/（日文日文）

　　rietichannel提供研讨会和讨论会的视频。此外，还通过视频介绍采访各界有识之士的映像、围绕日本应重视的问题进行的对谈、以及研究员对
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等热点话题的观点。本年度新开设了由研究员介绍个人研究内容的访谈栏目"Meet Our Fellow"（英文栏目）。
https://www.youtube.com/user/rietichannel（日文日文）

　　RIETI成立之初开设的"专栏文章"栏目，刊登研究员进行政策建议的投稿。
https://www.rieti.go.jp/cn/columns/

　　在"世界观点"栏目介绍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知名学者就经济政策、安全保障、环境问题等各种议题为日本撰写的文章。
https://www.rieti.go.jp/jp/special/p_a_w/（日文日文）
https://www.rieti.go.jp/en/special/p_a_w/index.html（英文英文）

　　围绕各种全球性议题，我们与日美欧亚等各国的有识之士、智库一起收集信息，探讨新冠疫情后的新国际秩序，提出政策选项，并对外发布。为
深入了解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GIS)和DX（数字化转型）开设了专用页面。
https://www.rieti.go.jp/jp/projects/gis/index.html（日文日文）
https://www.rieti.go.jp/en/projects/gis/index.html（英文英文）
https://www.rieti.go.jp/jp/projects/dx/index.html（日文日文）

　　在"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Japa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栏目，
公布了政策不确定指数。这是RIETI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局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日本
政策的不确定性"得出的部分成果。
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policyuncertainty/（日文日文）

　　作为"提高产业及企业生产率"研究项目中"东亚产业生产率"研究课题的成果，公布了用于用于分析日本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资料
"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 2021年版"（ Jap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atabase 2021：JIP2021）。
https://www.rieti.go.jp/cn/database/JIP2021/index.html

　　"汇率和国际货币"课题，从2011年6月起公布各产业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中
日韩各产业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受到国内外政策负责任的关注。从2015年3月起，公布了亚
洲九国各产业有效汇率（名义和实际）的逐月数据和逐日数据两项，2018年2月起，公布国家
扩展到包括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各国在内的25个国家。
https://www.rieti.go.jp/users/eeri/cn/

　　"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刊登了RIETI与一桥大学、东京大学联合实施的以50岁以上中老
年人为对象的跟踪调查信息。
https://www.rieti.go.jp/jp/projects/jstar/（日文日文）
https://www.rieti.go.jp/en/projects/jstar/（英文英文）

　　本研究所与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关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缔结了合作关系，在CEPR运营的门户网站VoxEU.org上刊登RIETI研究
员的专栏文章，以此向世界更广泛地传播研究成果，同时在RIETI的网站上刊登VoxEU.org的专栏文章，介绍国外的主流观点，为政策探讨做出贡献。
https://www.rieti.go.jp/en/columns/voxeu.html（英文英文）

　　"研究员连载专页"中，有基于最新的研究状况从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解说贸易问题的"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研究笔记"（田中鲇梦RAs），有从不
同角度考察物联网的"物联网（IoT）和AI（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学"（岩本晃一RAs），有聚焦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学、中国的产业与企业的
"中国经济新论"（关志雄CF），有考察东亚地区（日本、东盟、澳大利亚等）经济和贸易问题的"East Asian Economic Strategies"（英文网页）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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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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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各种宣传资料�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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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介绍

RIETI Highlight（宣传杂志）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archive.html

・A4
・50页左右
・语言 :日文／英文（英文只有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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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刊登对研究员的采
访和座谈会内容。

季刊（日文） 特刊（英文）

H1-H4.indd   2H1-H4.indd   2 2021/07/12   11:352021/07/12   11:35 R87-01_H1-H4.indd   2 2021/11/05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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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的介绍

宣传手册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brochure.html

・语言 :日文／英文／中文

　　概括介绍RIETI 的设立目的、研究成果、成果普及活动及组织
形式等内容。

年度报告

https://www.rieti.go.jp/cn/about/pr/index_report.html

・A4
・80页左右
・语言 :日文／英文／中文（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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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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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政策研讨会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symposium.html

＊讲师等按演讲顺序排列。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前蒙古国家开发厅长官讲述“2050年长期愿景”与对日本的期待

日 期 2021/4/7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73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B.Bayarsaikhan博士（前蒙古国家开发厅 长官，驻日本蒙古国大使馆 经济
贸易参事官）

小野寺 修（METI通商政策局 贸易谈判官，RIETI CF）

安藤 晴彦（RIETI 理事）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二集

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规则何去何从？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41301/info.html

日 期 2021/4/13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Ignacio Garcia Bercero（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局 局长）

Jennifer Hillman（乔治城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教授，原世贸组织高级委
员会 委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em Korteweg（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高级研
究员）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为构建循环型社会——基于开放式创新形成进阶整合

日 期 2021/4/14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39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宫崎 博（株式会社 JFR 总裁）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被我“开除”的官员们

日 期 2021/4/15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96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大岛 春行（经济新闻工作者，原NHK 解说委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Revitalising Multilateralism: Pragmatic ideas for 
the new WTO Director-General

日 期 2021/4/20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42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理查德 ·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教授）

Simon J. EVENETT（圣加仑大学 教授）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顾问，早稻田大学 名誉
教授）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ECGI-WBF网络研讨会系列"企业的新概念" 第二场

新企业理念下的诚信责任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42801/info.html

日 期 2021/4/28

主 办
RIETI、欧洲公司治理协会（ECGI）、早稻田大学商务金
融研究中心（WBF）

参 会 人 数 214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Jennifer HILL（蒙纳士大学 教授）

Katja LANGENBUCHER（歌德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 教授）

后藤 元（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 教授）

铃木 一功（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教授，早稻田大学商务金融
研究中心 副所长）

Marco BECHT（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教授）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 教授，早稻田大学 常任理事，
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 顾问）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东京直下型地震的防备措施——地震动预测技术的惊人经济效果

日 期 2021/5/12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08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柳泽 繁（Mieruka Bousai Co,.Ltd.董事）

山田 刚士（内阁府政策统筹官（负责防灾）直属参事官（负责业务传承））

吉冈 孝（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贸易振兴课 课长）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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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与日本经济——一年来的评估与今后的展望

日 期 2021/5/13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91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宫川 努（RIETI FF，学习院大学经济系 教授）

中田 大悟（RIETI SF兼数据专家）

关口 阳一（RIETI SF兼研究调整主任）

RIETI-ECGI-WBF网络研讨会系列"企业的新概念" 第三场

新企业所有权结构：维权基金的作用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52001/info.html

日 期 2021/5/20

主 办
RIETI、欧洲公司治理协会（ECGI）、早稻田大学商务金
融研究中心（WBF）

参 会 人 数 148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Julian FRANKS（伦敦商学院教授，ECGI）

中神 康议（RIETI CF，Misaki Capital Inc. 总裁）

Friederike HELFER (Partner at Cevian Capital/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al Member, ECGI)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 教授，早稻田大学 常任理事，
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 顾问）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三集

贸易与印度太平洋：CPTTP、一带一路构想以及RCEP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52002/info.html

日 期 2021/5/20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Vasuki Shastry（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太项目 
助理研究员）

Deborah Elms（亚洲贸易中心 创立者兼执行董事）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em Korteweg（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高级研
究员）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拜登政权经济战略的地政学

日 期 2021/5/24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308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竹森 俊平（RIETI SF（特任），三菱UFJ调查与咨询株式会社 理事长）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ISEAS-RIETI联合主办网络研讨会

东南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商务贡献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52501/info.html

日 期 2021/5/25

主 办 RIETI、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参 会 人 数 585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嘉宾讨论与答疑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蔡 承国（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所长）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

Yanuar Nugroho（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客座高级研究员）

Sharon Seah（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东盟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Climate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rogramme 协调员）

Virendra Shelar（欧姆龙株式会社亚太区管理中心总裁兼全球人力资源总务
本部全球人力资源战略部 部长）

德江 纪穗子（Leave A Nest Co Ltd.新加坡代表）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世界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展望——复兴差异扩大，推进复苏

日 期 2021/5/26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鹫见 周久（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所长）

中岛 厚志（RIETI CF，新潟县立大学国际经济系 教授）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日本、东盟商务周特别BBL网上讨论会

东南亚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与中美的关系思考

日 期 2021/5/27

主 办

METI、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JETRO）、RIETI、东盟事务局、东盟商
务咨询理事会（ASEAN-BAC）、东盟日本经济协议会日
本委员会（AJBC）、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
日本东盟经济产业协力委员会（AMEICC）事务局

参 会 人 数 679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相泽 伸广（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边见 伸弘（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 LLC执行董事、合伙人、首席
策略师）

小林 大和（RIETI CF）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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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2021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微小企业白皮书： 
克服危机，重回稳健增长轨道

日 期 2021/6/1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43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关口 训央（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主任，RIETI CF）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副教授）

关口 阳一（RIETI SF，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习近平政权与科学技术：“中国梦”改变国际秩序

日 期 2021/6/2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240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益尾 知佐子（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較社会文化研究院 准教授）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联合主办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第123届研发研讨会

文理融合创造未来社会以及安全措施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61101/info.html

日 期 2021/6/11

主 办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联 合 主 办 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事业协力会、RIETI

后 援 （社团法人）目黑会（电气通信大学校友会）

参 会 人 数 123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未来社会创造"
"对文理融合研究的期待"
基调演讲　"数字化转型时代日本的网络安全问题与对策"
演讲　"企业的信息安全措施与CISO的课题"
尖端研究介绍1　"基于控制理论和密码理论的创新性融合的网络安全措施"
尖端研究介绍2　"物联网社会基础设施系统的网络安全"
闭幕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田野 俊一（电气通信大学 校长）　

矢野 诚 （RIETI 理事长）　

三角 育生（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客座教授（原METI网络安全与信
息化审议官））

高桥 正和（株式会社Preferred Networks（Preferred Networks, Inc.）
执行董事 最高安全负责人）

小木曾 公尚（电气通信大学信息理工程研究科机械智能系统专业 副教授）

泽田 贤治（电气通信大学 i-Powered能源系统研究中心信息工程研究科机械
智能系统专业（兼任） 副教授）

大须贺 昭彦（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副主任）　

安藤 晴彦（电气通信大学产学官合作中心 客座教授，RIETI理事）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竞争政策经济学�人口减少、数字化、产业政策

日 期 2021/6/15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203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大桥 弘（RIETI FF PD，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院长、教授，东京大学
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ECGI-WBF网络研讨会系列"企业的新概念" 第四场

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61801/info.html

日 期 2021/6/18

主 办
RIETI、欧洲公司治理协会（ECGI）、早稻田大学商务金
融研究中心（WBF）

参 会 人 数 249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Ranja GIBSON（日内瓦大学、瑞士金融研究所、ECGI）

Christina AHMADJIAN（一桥大学）

池畑 勇纪（Asset Management One）

铃木 一功（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教授，早稻田大学商务金融
研究中心 副所长）

Marco BECHT（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教授）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 教授，早稻田大学 常任理事，
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 顾问）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2021年版产品制造白皮书： 
制造业新常态，增韧、环保与数字化

日 期 2021/6/22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矢野 刚史（METI制造产业局产品制造政策审议室 主任）

桥本 由纪（RIETI F（政策经济学家））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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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日欧产业合作中心联合网络研讨会

为实现碳中和——日本、欧盟工业与制度论的挑战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62401/info.html

日 期 2021/6/24

主 办 RIETI、一般财团法人日欧产业协力中心

参 会 人 数 427名

会议内容

第一部分：产业界的挑战

发言：氢

发言：电池

讨论

第二部分： 政策制度的挑战

发言：CBAM以及碳定价

讨论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植竹 伸子（旭化成 高级理事、绿色解决方案项目 副总监）

Erwin PENFORNIS (Air Liquide Group Vice-President H2E World 
Business Line Vice-President of Strategy, H2-Force)

松本 昌一（CEO, Envision AESC)

Diego PAVIA (CEO, InnoEnergy (European Battery Alliance))

田边 靖雄（日欧产业协力中心日本方专务 理事）

Andrei MARCU (Executive Director, European Roundtable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Alexandre AFFR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Business Europe)

有村 俊秀（RIETI FF，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教授，早稻田大学环境经
济经营研究所 所长）

手冢 宏之（日本钢铁工程控股公司钢铁专家（地球环境））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ERIA合办BBL网络讲座

东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

日 期 2021/7/1

主 办 RIETI、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

参 会 人 数 204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Lurong CHEN（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 资深经济学家）

猪俣 哲史（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 海外研究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太田 泰彦（日本经济新闻 编辑委员）

Fondation Pasteur Japon、Institut Pasteur、日法会馆、RIETI、 
京都大学联合研讨会

社会生命科学的跨学科思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课题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70301/info.html

日 期 2021/7/3

主 办

Fondation Pasteur Japon（FPJ）、Institut Pasteur
日本事务所（IPJO）、日法会馆法国国立日本研究所

（IFRJ-MFJ）、RIETI、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附
属基因医学中心

参 会 人 数 188名

会议内容

致词

演讲1：世界的COVID-19疫苗卡法与 Institut Pasteur当前的计划

演讲2：疫苗接种与日本经济

演讲3：对接种疫苗的踌躇：法国的前景

演讲4：通过社会生命科学应对COVID-19疫情蔓延

嘉宾讨论

闭幕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Bernard THOMANN（日法会馆法国国立日本研究所 所长）

清水 治（Fondation Pasteur Japon 代理理事）

Christiane GERKE (Head of Vaccine Program, IP)

藤井 大辅（RIETI 研究助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讲师）

Jeremy K. WARD (Charge de Recherche INSERM, CERMES3)

松田 文彦（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附属基因医学中心 主任）

Anavaj SAKUNTABHA（IP日本事务所 代表，京都大学 特别招聘教授）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企划）

区块链的现今：数字所有权以及数据管理的最新事例
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21070801/info.html

日 期 2021/7/8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73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hris Dai（株式会社RECIKA 总裁）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

村松 佳幸（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经济课 课长助理）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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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dation France Japon-RIETI-Banque de France Joint Workshop

How COVID-19 Impacts Supply Chains and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Europe and Asia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21071201/info.html

日 期 2021/7/12

主 办
Fondation France Japon (FFJ)、 RIETI 、Banque 
de France (BdF)

参 会 人 数 45名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upply Chains and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Lockdowns."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The role of sectoral 
structure and trade linkages."

"How COVID-19 Is Affecting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es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Stock Market."

"Why Did the "Covid Shock" Have Differential Economic Effects 
across Countries in 2020?"

General Discussion and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Sebastien LECHEVALIER (Professor, School of Advanced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Paris and President, Fondation France-Japon)

WATANABE Tetsuya (Vice President, RIETI)

Bruno CABRILLAC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Banque de France)

INOUE Hiroyasu (University of Hyogo)

MURASE Yohsuke (RIKE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

TODO Yasuyuki (Waseda University / RIETI)

Philipp MEINEN (European Central Bank)

Roberta SERAFINI (European Central Bank)

Ottavia PAPAGALLI (Scuola Superiore Sant' Anna)

Willem THORBECKE (Fondation France-Japon / RIETI)

Nicolas CHATELAIS (Banque de France)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关于2021年版能源白皮书

日 期 2021/7/15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长谷川 洋（能源资源厅长官官房总务课调查宣传室 主任）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ECGI-WBF网络研讨会系列"企业的新概念" 第五场

企业的宗旨以及如何实现企业的宗旨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72101/info.html

日 期 2021/7/21

主 办
RIETI、欧洲公司治理协会（ECGI）、早稻田大学商务金
融研究中心（WBF）

参 会 人 数 146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远藤 信博（日本电气株式会社 董事长，公益社团法人经济同友会 副代表干事）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Jordi CANALS（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商学院 教授，ECGI）

笠井 清美（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社会社会传播本部 高级主管）

宫岛 英昭（RIETI FF，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 教授，早稻田大学 常任理事，
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 顾问）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新兴国家数字化——日本作为合作伙伴的潜力

日 期 2021/9/1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83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伊藤 圣亚（RIETI FF，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副教授）

藤泽 秀昭（METI通商政策局总务课 课长）

河合 真衣（METI通商政策局西南亚室 主任助理）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as Growth Strateg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de Rules

日 期 2021/9/6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风木 淳（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贸易管理部 部长（兼）大臣官房经济安全保
障政策统筹协调官）

川濑 刚志（RIETI FF，上智大学法学系 教授）

铃木 一人（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食品科技——培育制胜世界的饮食文化

日 期 2021/9/8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中馆 尚人（RIETI CF，资源能源厅电力煤气事业部核能发电站事故对策室 课
长助理）

井户 萌爱（农林水产省大臣官房新事业与食品产业部新事业与食品产业政策
课 课长助理）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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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中美关系与日本、台湾

日 期 2021/9/9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221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兼原 信克（同志社大学 特别客座教授，原内阁府 官房副长官助理、国家安全
保障局 副局长）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数字化转型）的思考方式

日 期 2021/9/10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266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西山 圭太（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原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 
局长）

池田 阳子（RIETI CF，内阁官房数字市场竞争本部事务局 参事官助理）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省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进化思考与创新战略

日 期 2021/9/16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37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太刀川 英辅（NOSIGNER代表，进化思考家，设计策划专家，JIDA（公益社
团法人日本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庆应义塾大学 特别招聘副教授，2025
大阪关西万博会日本馆基本构想创意者）

西垣 淳子（RIETI SF）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合办、一般财团法人机械振兴协会经济研究所网络讲座

社会课题（联合国SDGs）的解决：AI×ESG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092701/info.html

日 期 2021/9/27

主 办 一般财团法人机械振兴协会经济研究所

共 催 RIETI

参 会 人 数 79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马奈木 俊介（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院城市系统工学讲座 主任教授、城
市研究中心 主任，机械振兴协会经济研究所 学术顾问，RIETI FF）

北岛 守（机械振兴协会 理事 兼 经济研究所 所长代理）

ISEAS-RIETI合办网上研讨会

Climate Action by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00701/info.html

日 期 2021/10/7

主 办 RIETI、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参 会 人 数 121名

会议内容

演讲与讨论

答疑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Ryan Wong（ISEAS 主任研究员）

早田 豪（资源能源厅长官官房国际资源能源战略协调官）

Moekti Handajani Soejachmoen (Kuki Soejachmoe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founder, Indonesi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Decarbonization (IRID))

小林 大和（RIETI CF）

Sharon Seah（ISEAS Climate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项目协调人）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企划）

Business Reinvention of Japan and DX: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日 期 2021/10/15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81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Ulrike SCHAEDE  (Professor of Japanese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吉崎 敏文（NEC常务执行董事 主管数字商务平台部门）

小野寺 修（RIETI CF，总务省国际战略局 副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Autocratization Turning Viral in Pandemic Times

日 期 2021/10/19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Staffan I. LINDBERG（Professor & Director, V-Dem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尾野 嘉邦（RIETI FF，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教授）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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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政策研讨会

劳动方式改革与健康经营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02101/info.html

日 期 2021/10/21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100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经济产业省致词

报告1：健康经营品牌与企业绩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报告2：从产业医学和流行病学的角度看健康经营：投资对效果、对中小企业
的适用

报告3：工作投入与健康管理：从产业保健心理学角度提出建议

报告4：工作投入与生产率：经济学与产业保健心理学知识的融合

嘉宾讨论 新劳动方式与健康经营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上智大学 特任教授）

丸山 晴生（METI商务服务部门保健产业课 课长助理）

山本 勋（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 教授）

永田 智久（产业医科大学产业生态科学研究所产业保健经营学 副教授）

岛津 明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 教授）

黑田 祥子（RIETI FF，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术院 教授）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企划）

不断变化、进化的SMBC集团的数字战略

日 期 2021/10/29

主 办 RIETI、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

参 会 人 数 81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谷崎 胜教（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专务执行董事 CDIO部门）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
息学研究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
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研究员）

东北大学 -RIETI合办政策研讨会

新冠疫情改变的社会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11001/info.html

日 期 2021/11/10

主 办 东北大学，RIETI

参 会 人 数 270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基调演讲　"疫情改变的社会"
演讲1："新冠疫情改变的消费行为"
演讲2："新冠疫情改变家庭"
演讲3："新冠疫情改变日常生活（恐惧感）"
演讲4："新冠疫情改变人们的移动方式"
演讲5："新冠疫情改变人们的联系"
嘉宾讨论

闭幕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上智大学 特任教授）

小田中 直树（东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小西 叶子（RIETI SF，东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教授）

龙泽 裕贵 (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 副教授 )

若岛 孔文（东北大学教育学研究科 教授 )

中田 大悟（RIETI SF）

青木 俊明（东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 教授）

大野 英男（东北大学 校长）

日引 聪（RIETI CF，东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设计与知识产权：设计经营声明之后

日 期 2021/11/19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24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西垣 淳子（RIETI SF）

鹫田 祐一（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教授）

前田 育男（马自达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董事）

长谷川 丰（索尼设计咨询株式会社 总裁）

俣野 敏道（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商务服务团体设计政策室 主任）

今村 亘（METI专利厅设计经营项目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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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以及亚太的经济展望： 
疫情之下的复苏——健康问题、供应紊乱、物价压力

日 期 2021/12/1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鹫见 周久（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所长）

中岛 厚志（RIETI CF，新潟县立大学国际经济系 教授）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两国将如何继续为世界作贡献？

日 期 2021/12/3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98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杨 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岩永 正嗣（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 审议官）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 
根据JIP数据库2021以及营业所、企业数据的分析

日 期 2021/12/9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12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深尾 京司（RIETI FF PD，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一桥大学 名誉教
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 所长）

石川 浩（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结构课 课长）

关口 阳一（RIETI SF，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RIETI EBPM政策研讨会

从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看EBPM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1122301/info.html

日 期 2021/12/23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213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会议介绍

第一部分：经济学如何面对新冠疫情

报告1：新冠疫情蔓延之下内阁官房AI-Sim团队的作用

报告2：新冠疫情蔓延之下的医疗供应体制分析

报告3：新冠疫情与生产率

答疑

第二部分：新冠疫情与专家的参与

嘉宾报告及嘉宾讨论

闭幕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吉田 泰彦（RIETI 理事）

大竹 文雄（RIETI FF，大阪大学传染病综合教育研究基地 特任教授）

仲田 泰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副教授）

高久 玲音（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副教授）

森川 正之（RIETI 所长、CRO，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

小林 庆一郎（RIETI PD FF，庆应义塾大学 教授）

铃木 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传染病瘟疫学中心 主任）

武藤 香织（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 教授）

中室 牧子（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 教授）

日　　時：2021年12月23日（木）13:30-16:00
開催方法：オンライン配信 
主　　催：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所（RIETI）

言　語：日本語
参加費：無料

〈お問合わせ〉 経済産業研究所（RIETI）コンファレンス担当 大久保　E-mail：conf-211223@rieti.go.jp

シンポジウム参加のお申し込みは
RIETI ウェブサイト

または QR コードから
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21122301/info.html

森川 正之

武藤 香織

吉田 泰彦

高久 玲音

鈴木 基

小林 慶一郎

中室 牧子

大竹 文雄 仲田 泰祐

開会挨拶
吉田 泰彦 （RIETI理事）

イントロダクション
大竹 文雄 （RIETIファカルティフェロー / 大阪大学感染症総合教育研究拠点特任教授）

セッション1：新型コロナに経済学はどう立ち向かったのか
〈報告〉

仲田 泰祐 （東京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准教授）
高久 玲音 （一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 国際・公共政策大学院准教授）
森川 正之 （RIETI所長・CRO / 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教授）

〈モデレータ〉
大竹 文雄 （RIETIファカルティフェロー / 大阪大学感染症総合教育研究拠点特任教授）

セッション2：新型コロナと専門家の関わり
（報告および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パネリスト〉
大竹 文雄 （RIETIファカルティフェロー / 大阪大学感染症総合教育研究拠点特任教授）
小林 慶一郎 （RIETIプログラムディレクター・ファカルティフェロー / 慶応義塾大学教授）
鈴木 基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感染症疫学センター長）
武藤 香織 （東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教授）

〈モデレータ〉
中室 牧子 （慶應義塾大学総合政策学部教授）

閉会挨拶
大竹 文雄 （RIETIファカルティフェロー / 大阪大学感染症総合教育研究拠点特任教授）

新型コロナ対策から
EBPMを考える

RIETI EBPMシンポジウム

12月23日（木）
13:30-16:00
オンライン配信

新型コロナ感染症の感染拡大を防ぐために、社会経済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政策が行われて
きました。刻々と変わる感染状況に応じて、感染対策も変わってきました。そうした政策決定に
どのようなエビデンスが使われたのでしょうか。政策の効果はどう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か。経済
学がどのように新型コロナに立ち向かったのでしょう。また、コロナ分科会では、専門家の知
見がどのように生かされていたのでしょうか。本シンポジウムでは、コロナ対策を通じて
EBPMのあり方を議論します。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Biden's First Year: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mplications for 2022

日 期 2022/1/12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Bruce STOKES (Non-Resident Fellow,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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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保护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创业者：魅力何在

日 期 2022/1/20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68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Bjorn HEIBERG（中川 JAPAN株式会社 总裁）

深沼 光（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 研究主任）

石井 芳明（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新规业务创造推进室 主任）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RIETI-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日欧产业协力中心合作网上研讨会

利用碳定价与市场机制实现净零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2012701/info.html

日 期 2022/1/27

主 办
RIETI，一般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一
般财团法人日欧产业协力中心（EUCJ）

参 会 人 数 834名

会议内容

开幕

演讲

答疑与讨论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田边 靖雄（RIETI CF，日欧产业协力中心 专务理事）

坂本 敏幸（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理事掌管环境部门）

Andrei MARCU (European Roundtable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Executive Director)

有村 俊秀（RIETI FF，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教授、环境经济经营研究
所 所长）

高桥 和范（日立制作所可持续发展推进本部 副本部长）

Daniele AGOSTINI (Enel Holding (Italy) Head of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ies)

Axel EGGER（欧洲钢铁联盟 Director General）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企划）

通过推进智能城市实现地方振兴的新战略�
——瞄准数字乡村城市国家理念的未来

日 期 2022/2/2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52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东 博畅（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咨询部门 主任）

松本 理惠（RIETI CF，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技术利用促进课 课长助理
（统筹）（兼）数字化转型推进室）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
息学研究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
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研究员）

RIETI-ANU政策研讨会

大国间战略竞争时代的多边主义展望：超越CPTPP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2020801/info.html

日 期 2022/2/8

主 办 RIETI，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参 会 人 数 215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基调演讲

演讲：大国间竞争时代的多边主义

嘉宾讨论："针对多边主义的地区经济协定"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上智大学 特任教授）

细田 健一（经济产业副大臣）

Shiro Patrick ARMSTRONG (RIETI VF / Associate Professor,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Director,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 Director,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race GOWN (Head of Global Government Advisory, Access 
Partnership)

Lili Yan ING (Lead Advisor (Southeast Asia Region),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Mary E. LOVELY (Anthony M. Solomon Senior Fellow,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Maxwell School, Syracuse University)

宋 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CASS，IAS）副所长）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客座教授，顺天堂研
究生院数据科学专业 客座教授）

日　　時：2022年2月8日（火）10:00-12:00
開催方法：オンライン配信 
主　　催：独立行政法人経済産業研究所（RIETI）
　　　　  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大学（ANU）

言　語：日本語/英語
　　　  （同時通訳）
参加費：無料

〈お問合わせ〉 経済産業研究所（RIETI）コンファレンス担当 武川　E-mail：conf-220208@rieti.go.jp

シンポジウム参加のお申し込みは
RIETI ウェブサイト

または QRコードから
https://www.rieti.go.jp/jp/events/22020801/info.html

Shiro Patrick Armstrong
RIETI客員研究員 /
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大学クロフォード公共政策大学院准教授 /
豪日研究センター長 /
東アジア経済研究所長

細田 健一
経済産業副大臣

矢野 誠
RIETI理事長 /
京都大学経済研究所特任教授 /
上智大学特任教授

Grace Gown
アクセス・パートナーシップ
グローバル・ガバメント・ヘッドアドバイザリー

パネリスト

川瀬 剛志
RIETIファカルティフェロー /
上智大学法学部教授

パネリスト

Mary E. Lovely
ピーターソン国際経済研究所（PIIE）
アンソニー・M・ソロモン・シニアフェロー /
シラキュース大学マックスウェル行政大学院教授

パネリスト

渡辺 哲也
RIETI副所長 /
東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客員教授 /
順天堂大学院データサイエンスコース客員教授

モデレータ

宋 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米国研究所（CASS, IAS）副所長

パネリスト

Lili Yan Ing
東アジア・アセアン経済研究センター（ERIA）
リードアドバイザー・エコノミスト

パネリスト

※登壇者が変更になる場合がございます。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多国間主義に向けた地域経済協定」

開会挨拶 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大国間競争の時代におけるマルティラテラリズム」基調講演（予定）

RIETI-ANUシンポジウム

2月8日火
10:00-12:00
オンライン配信

世界の二つの超大国間の戦略的競争は、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経済的繁栄と政治的安全を
もたらしてきた多国間経済秩序を脅かしている。一方で、デジタル経済や国有企業の役割な
どの分野では、多国間経済秩序を守るために必要なルールの整備が進んでいない。21世紀
の商取引の基盤となるデジタルルールは、二国間および地域グループでは少しずつ整備され
ているが、これは多国間ルールへの足がかりとなるものなのか。また、地域経済協定は、経
済や環境の持続可能性と国家安全保障を統合した新たな多極的国際秩序＝多国間主義への
移行の道筋となり得るのだろうか。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では、米国と中国の戦略的競争の中で、
CPTPPなどの地域経済協定がどのようにして多国間主義を結実させるのかを探る。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2030半导体的地缘政治�谁来控制战略物资？

日 期 2022/2/16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267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太田 泰彦（日本经济新闻 编辑委员）

西川 和见（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产业课 课长）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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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企划）

SRE控股公司的DX部署与纵向软件即服务（SaaS）的建立

日 期 2022/2/25

主 办 RIETI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角田 智弘（SRE控股公司 董事（掌管技术解决方案部门））

青木 辰二（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技术利用促进课（兼）数字化转型推进
室 课长助理）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
息学研究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
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研究员）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室）合作企划）

风险管理与数字化转型（DX）

日 期 2022/3/2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84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羽村 友城（株式会社Recruit风险管理室 主任）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
息学研究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
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研究员）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数字化转型（DX）构想与教育的未来

日 期 2022/3/4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160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西山 圭太（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原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 
局长）

合田 哲雄（内阁府科学技术创新推进事务局 审议官）

池田 阳子（RIETI CF，内阁官房数字市场竞争本部事务局 参事官助理）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APEC: Driving Asia-Pacific'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日 期 2022/3/11

主 办 RIETI

参 会 人 数 86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APEC事务局 局长）
今村 卓（APEC商务咨询委员会 日本代理委员，丸红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丸红
经济研究 所长）
服部 崇（RIETI CF，METI通商政策局 贸易谈判官）

RIETI-JRI合办网上研讨会

能源需求驱动（demand driven）的低碳经济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2031501/info.html

日 期 2022/3/15

主 办 RIETI，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JRI）

参 会 人 数 151名

会议内容

开幕词

问题提出　"能源需求驱动的低碳"
嘉宾讨论

"展示来自创新的创意与解决方案的碳循环平台"
"日本的低碳流动性"
"金融机关构想的零碳金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上智大学 特任教授）
泷口 信一郎（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创发战略中心 高级专员）
木村 俊作（京都大学产学官合作本部 副本部长，京都大学开放创新机构 副主任）
和田 宪一郎（日本电动化研究所 总裁）
金井 司（三井住友信托银行经营企划部 董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RIETI-CEPR研讨会

探索新资本主义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22032301/info.html

日 期 2022/3/23

主 办 RIETI，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

参 会 人 数 92名

会议内容

基调演讲：探索新资本主义

嘉宾讨论1："气候变化与经济活力"
嘉宾讨论2："全球价值链（GVC）抵御地缘经济冲击的能力"
闭幕词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上智大学 特任教授）
Rick VAN DER PLOEG （Research Fellow, CEPR /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irector, Oxford 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Resource Rich Economies (OxCarre), University of Oxford)
小野 悠希（Hachidori Denryoku, Borderless Japan, Inc.代表）
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 教授）
户堂 康之（RIETI FF，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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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工作研讨会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workshop.html

＊按演讲顺序排列。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RIETI-CGM-IPJO 国际工作研讨会

Socio-life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COVID-19 
outbreak

日 期 2021/4/17

主 办
RIETI、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附属基因医学中
心（CGM）、Institut Pasteur日本事务所（IPJO）

会议内容

开幕词

Session 1　基调演讲

讨论

Session 2　研究发表与讨论

"Nagahama Survey on Social Science"

"The Role of the Large-Scale Genome Cohort in Socio-
Life Science Study"

"Predicting Transmission of Dengue Virus in Japan"

"Covid 19 as an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Japan"

Session 3　相关书籍的讨论

概要发表

"Application of SARS-CoV-2 Serology Testing: a case 
study"

"Individual Centered Data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SARS-CoV-2 Serology Testing: a case 
study"

"Individual Centered Data Management"

"Integrating Social Sciences to Mitigate against COVID"

"Mapping COVID-19 in Japan and Greater Tokyo Area, 
Socio-spati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Epidemic"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松田 文彦（京都大学）

Sharon PEACOCK（COVID-19 英国基因组学联盟）

Anavaj SAKUNTABHAI（Institut Pasteur)

广田 茂（RIETI，京都产业大学）

千田 晃嘉（京都大学）

Richard PAUL（Institut Pasteur)

Bernard THOMANN（日法会馆）

关口 阳一（RIETI）

山本 正树（京都大学）

松村 康史（京都大学）

长尾 美纪（京都大学）

矢野 诚（RIETI）

Chris DAI（株式会社RECIKA）

Guillaume LADMIRAL（日法会馆）

Sophie BUHNIK（日法会馆）

Olivier TELLE（Institut Pasteur)

Samuel BENKIMOUN（Institut Pasteur)

Adrienne SALA（日法会馆）

Rémi SCOCCIMARO（日法会馆）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四集

新冠疫情后的世界：贸易、卫生保健与保护主义

日 期 2021/6/14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Mary E. Lovely (Senior Fellow,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hn W.H. Denton AO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Rem Kortewe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lingendael Institute)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五集

气候与贸易：迈向COP26

日 期 2021/7/6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hristian Bluth (Senior Expert, Bertelsmann Stiftung)

Emily Lydgate (Senior Lecturer in Environmental Law, University of 
Sussex)

Rem Kortewe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lingendael Institute)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六集

数字化转型：标准化、税收与全球治理

日 期 2021/7/20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hris Southworth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UK)

Kelly Ann Shaw (Partner, Hogan Lovells)

Erik van der Marel (Senior Economist,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m Kortewe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lingendael Institute)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七集

贸易一体化与美洲

日 期 2021/9/10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Shannon K. O'Neil (Vice President, Deputy Director of Studies, and 
Nelson and David Rockefeller Senior Fellow for Latin America 
Studie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lvaro Santos (Professor of Law and Facul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Americas, 
Georgetown Law)

Steve Liston (Senior Director, Council of the Americas)

Rem Kortewe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lingendael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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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八集

中美关系：当脱钩遇上双循环

日 期 2021/9/21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Alicia García Herrero (Senior Fellow, Bruegel)
Stephanie Segal (Senior Fellow,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m Kortewe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lingendael Institute)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九集

贸易对所有人都有益吗？

日 期 2021/10/11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Cecilia Malmström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ormer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Trade (2014 to 2019))
Marion Jansen (Director of the Trade and Agriculture Directorate, OECD)
Marie Kasperek (Executive Direct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eorgetown Law)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十集

未来会迈向区域主义吗？

日 期 2021/10/12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Martin Sandbu (European Economics Commentator, Financial Times)
James Crabtree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Asia)
Wendy Cutler (Vice President,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
Rem Kortewe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lingendael Institute)

RIETI-TIER-KIET Workshop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in East Asia
https://www.rieti.go.jp/en/events/21102701/info.html

日 期 2021/10/27

主 办
RIETI;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TIER);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KIET)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Review Session:  Introduction of Each Institute's Activities for the 

Past Year
Presentation 1
Presentation 2
Presentation 3

Session 1: KIET Session Chaired by YANO Makoto (Chairman, RIETI)
Presentation 1 :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Labor 

Market Statu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crises in South Korea"

Q&A
Session 2: TIER Session chaired by Hyeon JU (President, KIET)

Presentation 2 :  "The Resilience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the New Normal―The Case Study of 
Taiwan's Machine Tools Industry"

Q&A
Session 3: RIETI Session Chaired by Chien-Yi CHANG (President, TIER)

Presentation 3 :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Japanese 
Firms: Mobility and resilience via 
remote work"

Q&A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YANO Makoto (Chairman, RIETI)
Chien-Yi CHANG (President, TIER)
Hyeon JU (President, KIET)
Eunsun GIL (KIET)
Grace CHUNG (TIER)
SUMIYA Kazuhiko (RIETI)
Ko-Hsiung, LIEN (TIER)
YOSHIDA Yasuhiko (Vice Chairman, RIETI)
Mincheol CHOI (KIET)
KITAO Sagiri (RIETI)
Yong KIM (KIET)

RIETI-IWEP-CESSA Joint Workshop (Online)

Exchange Rate, Currency and Trade

日 期 2022/1/17

主 办
RIETI、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IWEP/
CASS）、横滨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社会研究中心（CESSA）

会议内容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1

Paper 1:  Re-examining RMB as An Anchor Currency
Paper 2:  Export Experience and the Choice of Invoice 

Currency: Evidence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Japanese SMEs

Session 2
Paper 3:  The Spillover Channel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Quantitative Easing on China's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under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sation

Paper 4:  Technological Links and FDI Spillovers
Session 3

Paper 5:  Keeping the Dragon Out: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s

Paper 6:  Do Regional Free Trade Deals Spell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for Growth? Rol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Closing Remarks

演讲者、讨论嘉宾等

Makoto YANO (RIETI Chairman)
Jie SUN (IWEP, CASS)
Junko SHIMIZU (Gakushuin University)
Panpan YANG (IWEP, CASS)
Shajuan ZHANG (Chuo University)
Taiyo YOSHIMI (Chuo University)
Jianwei X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Qiyuan XU (IWEP, CASS)
Xi LUAN (IWEP, CASS)
Etsuro SHIOJ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Lianming ZHU (Osaka University)
Mi Da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iji OGAWA (RIETI FF /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Sichong CHE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Pengfei LUO (Setsunan University)
Yuki MASUJIMA (Bloomberg L.P.)
Xiaomin CUI (IWEP, CASS)
Kiyotaka SATO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Weijia DONG (IWEP, CASS)
Rishen MAO (IWEP, CASS)
Shuhui NI (IWEP, CASS)
Lishen XIAO (IWEP,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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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BBL讲座� https://www.rieti.go.jp/cn/events/bbl/

　　利用中午息时间举办的BBL（Brown Bag Lunch）讲座，从2001年到2022年3月的20年间共举办了1307次、其中2021年度举办了42次。
BBL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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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前蒙古国务厅国务大臣讲述"2050年长期愿景"与
对日本的期待

演讲者 B.Bayarsaikhan博士（前蒙古国家开发厅长官，驻日本蒙古国大使馆经济贸易参事官）

评论员 小野寺 修（METI通商政策局贸易谈判官，RIETI CF）

主持人 安藤 晴彦（RIETI 理事）

2021年4月14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为构建循环型社会―基于开放式创新形成进阶整合

演讲者 宫崎 博（株式会社 JFR 总裁）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4月15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被我"开除"的官员们

演讲者 大岛 春行（经济新闻工作者，原NHK解说委员）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4月20日
Revitalising Multilateralism: Pragmatic Ideas 
for the New WTO Director-General

演讲者 理查德 ·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教授）

演讲者 Simon J. EVENETT（圣加仑大学 教授）

评论员 浦田 秀次郎（RIETI FF，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 高级顾问，早稻田大学 名誉教授）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5月12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东京直下型地震的防备措施―地震动预测技术的惊
人经济效果

演讲者 柳泽 繁（Mieruka Bousai Co,. Ltd.董事）

介绍者 山田 刚士（内阁府政策统筹官（负责防灾）下属参事官（负责业务传承））

评论员 吉冈 孝（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贸易振兴课 课长）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及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5月13日
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与日本经济―一年来的评估与今
后的展望

演讲者 宫川 努（RIETI FF，学习院大学经济系 教授）

评论员 中田 大悟（RIETI SF兼数据专家）

主持人 关口 阳一（RIETI SF兼研究调整主任）

2021年5月24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拜登政权经济战略的地政学

演讲者 竹森 俊平（RIETI SF（特任），三菱UFJ调查与咨询株式会社 理事长）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5月26日
世界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展望―复兴差异扩大，推
进复苏

演讲者 鹫见 周久（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所长）

评论员 中岛 厚志（RIETI CF，新潟县立大学国际经济系 教授）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5月27日
日本、东盟商务周特别BBL网上讨论会
东南亚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与中美的关系
思考

演讲者 相泽 伸广（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演讲者 边见 伸弘（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 LLC 执行董事、合伙人、首席策略师）

评论员 小林 大和（RIETI CF）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6月1日
2021年版中小企业白皮书、微小企业白皮书：克服
危机，重回稳健增长轨道

演讲者 关口 训央（中小企业厅事业环境部调查室 主任，RIETI CF）

评论员 宫川 大介（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副教授）

主持人 关口 阳一（RIETI SF，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2021年6月2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习近平政权与科学技术："中国梦"改变国际秩序

演讲者 益尾 知佐子（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6月15日 竞争政策经济学 人口减少、数字化、产业政策
演讲者

大桥 弘（RIETI FF PD，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院长、教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
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6月22日
2021年版产品制造白皮书：制造业新常态，增韧、
环保与数字化

演讲者 矢野 刚史（METI制造产业局产品制造政策审议室 主任）

评论员 桥本 由纪（RIETI F（政策经济学家））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7月1日
RIETI-ERIA 合办网上BBL讲座
东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

演讲者 Lurong CHEN（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资深经济学家）

演讲者 猪俣 哲史（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 海外研究员）

介绍者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主持人 太田 泰彦（日本经济新闻 编辑委员）

2021年7月8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区块链的现今：数字所有权以及数据管理的最新事例

演讲者 Chris Dai（株式会社RECIKA 总裁）

介绍者 矢野 诚（RIETI 理事长）

评论员 村松 佳幸（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经济课 课长助理）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7月15日 关于2021年版能源白皮书
演讲者 长谷川 洋（能源资源厅长官官房总务课调查宣传室 主任）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讲师等的职称和职位以举办时为准。
＊以下为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间所举办的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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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新兴国家数字化―日本作为合作伙伴的潜力

演讲者 伊藤 圣亚（RIETI FF，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副教授）

评论员 藤泽 秀昭（METI通商政策局总务课 课长）

评论员 河合 真衣（METI通商政策局西南亚室 主任助理）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9月6日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as Growth Strateg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rade Rules

演讲者
风木 淳（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贸易管理部 部长（兼）大臣官房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统筹
协调官）

评论员 川濑 刚志（RIETI FF，上智大学法学系 教授）

评论员 铃木 一人（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2021年9月8日 食品科技―培育制胜世界的饮食文化

演讲者 中馆 尚人（RIETI CF，资源能源厅电力煤气事业部核能发电站事故对策室 课长助理）

演讲者
井户 萌爱（农林水产省大臣官房新事业与食品产业部新事业与食品产业政策课   课长助
理）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9月9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中美关系与日本、台湾

演讲者
兼原 信克（同志社大学 特别客座教授，原内阁府官房副长官 助理、国家安全保障局 副
局长）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1年9月10日 DX（数字化转型）的思考方式

演讲者 西山 圭太（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原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 局长）

演讲者 池田 阳子（RIETI CF，内阁官房数字市场竞争本部事务局 参事官助理）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9月16日 进化思考与创新战略

演讲者
太刀川 英辅（NOSIGNER代表，进化思考家，设计策划专家，JIDA（公益社团法人日
本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庆应义塾大学 特别招聘副教授，2025大阪关西万博会日本
馆基本构想创意者）

评论员 西垣 淳子（RIETI SF）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9月29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雅玛多集团的经营结构改革―DX与CX一体化推进

演讲者 牧浦 真司（雅玛多株式会社 专务执行董事（主管金鹰结构改革与创新推进））

评论员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

2021年10月15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Business Reinvention of Japan and DX: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演讲者
Ulrike SCHAEDE（Professor of Japanese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评论员 吉崎 敏文（NEC常务执行董事 主管数字商务平台部门）

评论员、
主持人

小野寺 修（RIETI CF，总务省国际战略局 副局长）

2021年10月19日
Autocratization Turning Viral in Pandemic 
Times

演讲者
Staffan I. LINDBERG（Professor & Director, V-Dem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评论员 尾野 嘉邦（RIETI FF，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 教授）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10月29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不断变化、进化的SMBC集团的数字战略

演讲者 谷崎 胜教（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专务执行董事 CDIO部门）

评论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
研究员）

2021年11月4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日立制作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努力

演讲者 贯井 清一郎（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常 务执行董事CIO兼 IT数字统筹本部长）

评论员
冲藤 圭祐（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产业课软件与信息服务战略是室（兼任）信息技
术利用促进课数字高度化推进室 课长助理）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
研究员）

2021年11月18日
利用专利信息的竞争力与专利价值分析及其应用：
2021年版专利行政年度报告发布之后

演讲者 仁科 雅弘（METI专利厅总务部企划调查课 课长）

主持人 田村 杰（RIETI SF，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IFI）客座研究员）

2021年11月19日 设计与知识产权：设计经营声明之后

演讲者、
主持人

西垣 淳子（RIETI SF）

演讲者 鹫田 祐一（RIETI FF，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科 教授）

评论员 前田 育男（马自达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董事）

评论员 长谷川 丰（索尼设计咨询株式会社 总裁）

评论员 俣野 敏道（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商务服务团体设计政策室 主任）

评论员 今村 亘（METI专利厅设计经营项目 组长）

2021年12月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以及亚太的经济展望：疫情
之下的复苏―健康问题、供应紊乱、物价压力

演讲者 鹫见 周久（国际货币基金（IMF）亚太地区事务所 所长）

评论员 中岛 厚志（RIETI CF，新潟县立大学国际经济系 教授）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1年12月3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两国将如何继续为
世界作贡献？

演讲者 杨 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评论员 岩永 正嗣（METI贸易经济协力局 审议官）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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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8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JR东日本的经营战略与DX

演讲者 浦壁 俊光（东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技术创新推进本部统筹）

评论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
研究员）

2021年12月9日
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根据 JIP 数据库
2021以及营业所、企业数据的分析

演讲者
深尾 京司（RIETI FF PD，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一桥大学 名誉教授、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 所长）

评论员 石川 浩（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产业结构课 课长）

主持人 关口 阳一（RIETI SF，研究调整主任（负责研究调整））

2022年1月12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Biden's First Year: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mplications for 2022

演讲者
Bruce STOKES（Non-Resident Fellow,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2年1月20日 保护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创业者：魅力何在

演讲者 Bjorn HEIBERG（中川 JAPAN株式会社 总裁）

演讲者 深沼 光（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综合研究所 研究主任）

评论员 石井 芳明（METI经济产业政策局新规业务创造推进室 主任）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2022年2月2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通过推进智能城市实现地方振兴的新战略―瞄准数
字乡村城市国家理念的未来

演讲者 东 博畅（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咨询部门 主任）

评论员
松本 理惠（RIETI CF，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技术利用促进课 课长助理（统筹）

（兼）数字化转型推进室）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
研究员）

2022年2月16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2030半导体的地缘政治 谁来控制战略物资？

演讲者 太田 泰彦（日本经济新闻 编辑委员）

评论员 西川 和见（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产业课 课长）

主持人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2022年2月25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SRE控股公司的DX部署与纵向软件即服务（SaaS）
的建立

演讲者 角田 智弘（SRE控股公司 董事（掌管技术解决方案部门））

评论员
青木 辰二（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信息技术利用促进课（兼）数字化转型推进室 课长助
理）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
研究员）

2022年3月2日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风险管理与数字化转型（DX）

演讲者 羽村 友城（株式会社Recruit风险管理室 主任）

评论员 渡边 哲也（RIETI 副所长）

主持人
木户 冬子（RIETI CF，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特任研究员，国立信息学研究
所研究战略室 特任助教，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特任研究员，法政大学创新管理中心 客座
研究员）

2022年3月4日 数字化转型（DX）构想与教育的未来

演讲者 西山 圭太（东京大学未来愿景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原METI商务信息政策局 局长）

演讲者 合田 哲雄（内阁府科学技术创新推进事务局 审议官）

主持人 池田 阳子（RIETI CF，内阁官房数字市场竞争本部事务局 参事官助理）

2022年3月11日
APEC: Driving Asia-Pacific'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演讲者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APEC事务局 局长）

评论员
今村 卓（APEC商务咨询委员会 日本代理委员，丸红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丸红经济研究
所 所长）

主持人 服部 崇（RIETI CF，METI通商政策局 贸易谈判官）

2022年3月30日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习近平新时代的经济政策―迈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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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研究员）

主持人 佐分利 应贵（RIETI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部长，METI大臣官房 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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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 登台演讲的非日本籍人员

日期 活动 题目 登台讲座的外国人

2021/4/7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前蒙古国务厅国务大臣讲述"2050年长期愿景"与对
日本的期待

B.Bayarsaikhan博士（前蒙古国家开发厅 长官，驻日本蒙古国大使馆 经济
贸易参事官）

2021/4/17
RIETI-CGM-IPJO国际工
作研讨会

Socio-life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COVID-19 
outbreak

Sharon PEACOCK (COVID-19 Genomics UK Consortium (COG-UK)) 
Anavaj SAKUNTABHAI (Institut Pasteur) 
Richard PAUL (Institut Pasteur) 
Bernard THOMANN (Institut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Japon à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IFRJ-MFJ)) 
Chris DAI (Recika Co., Ltd.) 
Guillaume LADMIRAL (IFRJ-MFJ) 
Sophie BUHNIK (IFRJ-MFJ) 
Olivier TELLE (Institut Pasteur) 
Samuel BENKIMOUN (Institut Pasteur) 
Adrienne SALA (IFRJ-MFJ) 
Rémi SCOCCIMARO (IFRJ-MFJ)

2021/4/13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二集 
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规则何去何从？

Ignacio Garcia Bercero（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局 局长） 
Jennifer Hillman（乔治城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教授，原世贸组织高级委
员会 委员）

2021/4/20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Revitalising Multilateralism: Pragmatic ideas for 
the new WTO Director-General

理查德 ·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教授） 
Simon J. EVENETT（圣加仑大学 教授）

2021/4/28
RIETI-ECGI-WBF网络研
讨会系列

"企业的新概念" 第二场 
新企业理念下的诚信责任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Jennifer HILL（蒙纳士大学 教授）

2021/5/20
RIETI-ECGI-WBF网络研
讨会系列

"企业的新概念" 第三场 
新企业所有权结构：维权基金的作用

Colin MAYER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Julian FRANKS（伦敦商学院教授，ECGI）

2021/5/20 AIG全球贸易系列2021
播客第3集 
贸易与印度太平洋：CPTTP、一带一路构想以及RCEP

Vasuki SHASTRY (Chatham House) 
Deborah ELMS (Asian Trade Centre)

2021/5/25
ISEAS-RIETI联合主办网络
研讨会

东南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商务贡献

蔡 承国（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所长） 
Yanuar NUGROHO（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客座高级研究员） 
Sharon SEAH（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东盟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Climate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rogramme 协调员） 
Virendra SHELAR（欧姆龙株式会社亚太区管理中心总裁兼全球人力资源总
务本部全球人力资源战略部 部长）

2021/6/18
RIETI-ECGI-WBF网络研
讨会系列

"企业的新概念" 第四场 
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Ranja GIBSON（日内瓦大学、瑞士金融研究所、ECGI）

2021/6/24
RIETI、日欧产业合作中心
联合网络研讨会

为实现碳中和——日本、欧盟工业与制度论的挑战 

Erwin PENFORNIS (Air Liquide Group)  
Diego PAVIA (InnoEnergy（European Battery Alliance)) 
Andrei MARCU (European Roundtable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Alexandre AFFRE (BusinessEurope)

2021/7/1 RIETI-ERIA合作BBL讲座 东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全球价值链
Lurong CHE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2021/7/3

Fondation Pasteur 
Japon、Institut Pasteur、
日法会馆、RIETI、京都大
学联合研讨会

社会生命科学的跨学科思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课题 
Bernard THOMANN（日法会馆法国国立日本研究所 所长） 
Christiane GERKE (Head of Vaccine Program, IP) 
Jeremy K. WARD (Charge de Recherche INSERM, CERMES3) 
Anavaj SAKUNTABHA（IP日本事务所 代表，京都大学 特别招聘教授）

2021/7/8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区块链的现今：数字所有权以及数据管理的最新事例

Chris DAI (Recika Co., Ltd.)

2021/7/12

Fondation France 
Japon RIETI Banque 
de France Joint 
Workshop

How COVID-19 Impacts Supply Chains and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Europe and Asia 

Sebastien LECHEVALIER (School of Advanced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Paris / Fondation France-Japon de l'EHESS) 
Bruno CABRILLAC (Banque de France) 
Philipp MEINEN (European Central Bank) 
Roberta SERAFINI (European Central Bank) 
Ottavia PAPAGALLI (Scuola Superiore Sant' Anna) 
Willem THORBECKE (RIETI / Fondation France-Japon de l'EHESS) 
Nicolas CHATELAIS (Banque de France)

2021/7/21 RIETI-ECGI-WBF网络研
讨会系列

"企业的新概念" 第五场 
企业的宗旨以及如何实现企业的宗旨

Colin MAYER（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教授） 
Jordi CANALS（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商学院 教授，E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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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7 ISEAS-RIETI合办网上研
讨会

Climate Action by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Ryan WONG (ISEAS) 
Moekti Handajani SOEJACHMOEN (Kuki SOEJACHMOEN) 
(Indonesi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Decarbonization (IRID)) 
Sharon SEAH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1/10/15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DX系列讲座（与METI数字化转型推进室（DX推进
室）合作企划）】 
Business Reinvention of Japan and the DX: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lrike SCHAE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21/10/19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Autocratization Turning Viral in Pandemic 
Times Staffan I. LINDBERG（V-Dem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2021/10/27
RIETI- TIER- KIET 
Workshop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in East Asia

Chien-Yi CHANG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TIER)) 
Hyeon JU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KIET)) 
Eunsun GIL (KIET) 
Grace CHUNG (TIER) 
Ko-Hsiung, LIEN (TIER) 
Mincheol CHOI (KIET) 
Yong KIM (KIET)

2021/12/3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两国将如何继续为
世界作贡献？

杨 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

2022/1/12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Biden's First Year: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mplications for 2022

Bruce STOKES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2/1/17 RIETI-IWEP-CESSA Joint 
Workshop (Online)

Exchange Rate, Currency and Trade 

Jie SUN（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CASS）） 
Panpan YANG（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CASS）） 
Qiyuan XU（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CASS）） 
Xi LUAN（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CASS）） 
Lianmin ZHU（大阪大学） 
Sichong CHE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Shajuan ZHANG (中央大学 ) 
Pengfei LUO (摄南大学 ) 
Jianwei XU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 
Mi DAI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 
Xiaomin CUI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ASS, IWEP))

2022/1/20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保护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创业者：魅力何在 Bjorn HEIBERG（中川 JAPAN株式会社 总裁）

2022/1/27
RIETI-日本能源经济研究
所 -日欧产业协力中心合
作网上研讨会

利用碳定价与市场机制实现净零

Andrei MARCU (European Roundtable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Daniele AGOSTINI (Enel Group) 
Axel EGGER（欧洲钢铁联盟（EUROFER））

2022/2/8 RIETI-ANU政策研讨会 大国间战略竞争时代的多边主义展望：超越CPTPP

Shiro Patrick ARMSTRONG (RIETI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race GOWN (Access Partnership) 
Lili Yan I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Mary E. LOVELY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 Maxwell School, Syracuse University) 
宋 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CASS，IAS）副所长）

2022/3/11 RIETI公开BBL网络讲座 APEC: Driving Asia-Pacific’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Rebecca Fatima STA MARIA（APEC事务局 局长）

2022/3/23 RIETI-CEPR研讨会 探索新资本主义

Rick VAN DER PLOEG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 Oxford 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Resource Rich Economies 
(OxCarre), University of Oxford)  
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 
教授）

2022/3/30 BBL网络讲座 【Global Intelligence Series】 
习近平新时代的经济政策——迈向"共同富裕"

孟 健军（RIETI客座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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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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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领域

理事长

矢野 诚 经济动态学、法与经济学、市场组织学

所长、CRO

森川 正之 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生产率、劳动市场、不确定性

高级研究顾问（SRA）

武田 晴人 日本经济史

研究项目主任（PD）（以负责研究项目为序）

小林 庆一郎 （兼）教职研究员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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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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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口 伸明 （兼）教职研究员 空间经济学、巴西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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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科技创新政策、贸易政策、经济政策

深尾 京司 （兼）教职研究员 宏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史、国际经济学

鹤 光太郎 （兼）教职研究员 比较制度分析、组织和制度的经济学、劳动市场制度 

川口 大司 （兼）教职研究员 劳动经济学、实证微观经济学

副所长（VP）

渡边 哲也 地缘政治学、经济安全保障、贸易政策、能源与环境政策、数字创新政策

高级研究员（SF）

五十里 宽 （特任） 开发金融、设备投资、年金

池内 健太 （政策经济学家） 研究开发、创新、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北尾 早雾 宏观经济学、财政与社会保障政策

近藤 惠介 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贝叶斯
计量经济学）

小西 叶子 计量经济学、服务产业的生产率、旅游观光政策、消费动向

中田 大悟 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社会保障的经济分析

西垣 淳子 知识产权政策、竞争政策、设计政策、治理结构论

齐藤 有希子 （特任） 空间经济学、网络分析、产业组织

关口 阳一 （兼） 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研究调整） 地区经济

关泽 洋一 （兼） 研究调整主任 
（负责EBPM） 感情对经济态度产生的影响、心理健康、循证决策（EBPM）、医疗与健康促进活动的效果

竹森 俊平 （特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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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 一仁 （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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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红咏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

研究员（F）

足立 大辅 （特任） 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荒木 祥太 （政策经济学家） 劳动经济学、人事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荒田 祯之 宏观经济学、企业动态、概率过程

桥本 由纪 （政策经济学家） 劳动经济学、外国人就业、职业隔离、平台商务与就业

研究员一览 （按日文罗马字顺序排列，2021年4月～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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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 新 宏观经济、经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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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洋 劳动经济学、移民与宏观经济、工资、人力资本、劳动市场

牧冈 亮 （政策经济学家） 应用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尾沼 广基 （政策经济学家） 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节能、防灾

千贺 达朗 （特任） 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企业动态、不确定性）

角谷 和彦 （政策经济学家） 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

殷 婷 （特任） 宏观经济学、家庭经济、中国经济、劳动经济

研究助理（RAs）

藤井 大辅 国际贸易、企业动态与宏观经济、供应链与企业网络、城市经济学

后藤 康雄 日本经济论、经济政策、中小企业研究、金融

伊藤 万里 国际经济学、研究开发与创新

岩本 晃一

①海上风力发电研究。目前担任北九州市响滩海上风力发电项目顾问。
②有关德国"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以及区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相关研究。
③被称为"一枝独秀"的德国高效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④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数字商业与数字经济的社会科学研究（经济
学、工商管理学、社会学、商学、企业管理、技术管理）。数字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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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学、数据科学

儿玉 直美 经济增长论、劳动经济学

牧冈 亮 应用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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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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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林 绿 社会保障论、福利经济、有关消费与储蓄的实证分析、家庭经济学

山内 勇 创新、研究开发管理、知识产权制度

横尾 英史 环境经济学

汤田 道生 医疗经济学、社会保障论、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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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村 俊秀 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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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田 茂 健康与经济、地区经济学

本庄 裕司 创业、中小企业论、企业经济学

细野 薰 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企业动学

乾 友彦 经济政策、生产率、国际经济学

石川 城太 国际贸易理论

伊藤 亚圣 中国经济、亚洲经济

神事 直人 国际经济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产业组织论

神林 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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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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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濑 刚志 国际经济法、贸易政策

黑田 祥子 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时间、时间分配、劳动方式与健康、心理健康、健康经营、工资、
失业

权 赫旭 生产率分析、产业组织论

马奈木 俊介 经济学、城市规划、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宮川 努 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企业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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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川 淳司 国际经济法、全球治理

中岛 贤太郎 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

中村 良平 城市经济学、地区经济学、公共政策

中室 牧子 教育经济学

榆井 诚 宏观经济学

西村 和雄 非线形经济动态学、教育经济学、神经经济学

小川 英治 国际货币、国际金融

大竹 文雄 行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冈崎 哲二 经济史、经济发展论、比较制度分析

尾野 嘉邦 政治行为、性别定型、移民、议会政治、日本政治

大湾 秀雄 人事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创新的经济学

佐桥 亮 国际政治学，着重研究东亚的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国际秩序论

佐藤 主光 ―

城山 英明 行政学、国际行政论、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田渊 隆俊 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田中 隆一 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户堂 康之 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日本经济论、应用微观经济学

徳井 丞次 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日本经济的实证分析

内山 融 日本政治、比较政治

植杉 威一郎 企业金融、中小企业、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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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

鹫田 祐一 市场营销、创新普及、设计经营、未来洞察

家森 信善 金融系统、地区金融、中小企业金融

吉川 洋
凯因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日本经济（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现状分析）、急剧的低生育率老龄化
和人口减少加剧的情况下的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财政重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宏观经济学的
统计力学研究

顾问研究员（CF）

赤星 康 国际贸易与投资、经济增长论（创新、创业等）、国际能源形势 等

安桥 正人 产业组织、产业政策、创新与技术变化、经济发展（主攻亚洲经济）

青木 干夫 产业组织论、经济增长论、卫生保健 等

安藤 晴彦 有关新能源、3R、跨行业交流、创投企业的创新、结构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与产业竞争力

荒川 清晟 区域行销、计量经济学、人口学

有马 纯 能源气候变化问题

筑紫 正宏 能源政策、核能政策、竞争法、租税法

远藤 宪子 组织论（有关非营利组织、组织变化与传承、认知）、创业生态系统、网络、社区研究、地方政策、地
方复兴、选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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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 学 创新、技术转让、技术管理、知识产权与标准化

藤 和彦 Gloval Intelligence

藤原 YUKA 经济增长论、劳动、激发创新政策

福永 开 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企业行为、劳动市场、社会保障、数字经济

福永 佳史 东亚经济一体化、东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法

福冈 功庆 产业政策、医疗政策、能源政策、创业政策

福山 光博 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贸易问题、中美关系、地区一体化、贫困问题

羽端 大 公共领域设计的引进与运用、创新论

原 圭史郎 未来设计、技术创新与技术政策、环境与能源政策

原田 貴志 中小企业政策、创新政策、组织设计论、宣传与公共关系

桥本 贤二 劳动市场、教育与人才培养、人力资本、生产率、人工智能

桥本 直树 酷日本政策、设计政策、数字化转型（DX）政策、社会创新政策、知识产权政策、人才政策

秦 茂则 宏观经济、研究开发、技术与创新政策

服部 崇 国际关系、贸易政策、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

早藤 昌浩 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法、经济史、环境经济学

日引 聪 环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尤其关注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分析、大气污染的健
康影响、自然灾害的经济分析

引地 悠太 航空宇宙产业政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印度产业政策、技术管理

广濑 浩三 能源政策、创新政策、新兴国家创新、设计过程在政策立案中的应用、行为经济学

菱沼 刚 知识产权制度、各国比较制度、国际机构、国际经济法

堀 达也 劳动经济学、无形资产、生产率、文化经济学

池田 阳子 创新政策、规则形成、全球治理

犬饲 真也 宏观经济政策 等

井上 彩花 文化经济政策、时尚政策、奢侈品管理、文化产业中的海外需求获取（酷日本政策）等

石井 芳明 创投企业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产业组织论、创新政策

石井 雄史 宏观经济学、企业融资、家庭消费

石川 斗志树 统计行政、活用大数据的新指标开发、数据可视化、设计政策、设计管理

伊藤 公二 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国际活动、中小企业、国际金融

龟井 泰道 宏观经济，税制、财政与社会保障 等

菅家 胜 企业行为、生产率、 国际贸易

川崎 研一 经济模型分析（一般均衡应用模型、宏观计量模型）、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宏观经济政策

川岛 雄作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伦理、数据科学、统计学、金融、经济学、技术政策、领导力、设计体系思维、预
期

木戸 冬子 数字化转型（DX）、行政DX、信息通信技术与产业、信息通信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产学合作、编
程马拉松

木村 福成 国际贸易论、发展经济学、东盟东亚经济论

木村 拓也 贸易投资政策、国际规则形成、组织管理

北村 健太 能源政策、产业政策

小林 大和 亚洲政治经济、创新、组织学习

小林 正典 全球治理、国际规则制定、地区经济、经济增长论、地区产业政策、基础设施管理、PPP/PFI、房地产
政策 等

小林 庸平 公共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税制、财政和社会保障、循证决策、儿童贫困问题、助推政策的活用

米谷 三以 贸易法、投资法、国际金融与其它国际经法、国际行政法、竞争法

国藤 贵之 经济安全保障、经济性相互依存论（国际关系论）、决策理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地区安全保障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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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整体、尤其关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市场化改革

松本 理惠 企业数字化转型（DX）与数字化人才培养、以色列的创新生态体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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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 明 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产业政策

三浦 聪 商品市场论、产业组织政策、美国政治经济、循证决策（EBPM）

三善 由幸 财政学、城市与地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住宅政策、基础设施政策

水口 怜齐 创新政策、大学改革、地方振兴、宣传与公共关系、设计艺术政策

水野 遼太 事业者团体、协同组织金融、产地产业、反垄断法

门田 裕一郎 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策、高强度场科学、高能源密度科学、非线性光学

永井 宽之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日本经济

长町 大辅 社会资本完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论

长町 悠平 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论、创新、企业经营

中馆 尚人 灾害应对与事故应对、不确定性管理、组织决策和多样性、科技创新政策、颠覆性技术、日本的产品制
造、食品技术、中东石油货币

中神 康议 公司治理论、企业战略、企业金融

中川 淳司 国际经济法、贸易政策、地区经济论

中川 由佳 设计艺术政策、组织设计论、创新政策、宣传语公共关系、产业人才政策

中岛 厚志 宏观经济金融分析与国际金融

中村 吉明 产业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创新、汽车产业、电机产业

中西 佑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微观经济经营学与产业开发、发达国家之间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与经济
发展

中富 道隆 贸易法与贸易政策、国际经济、产业政策、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 等

中泽 则夫 经济思想、证券分析、财政、劳动经济

南部 友成 经济增长理论、税制改革、社会保障、贸易政策

西田 明生 宏观经济学、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经营学

西垣 淳子 统治机构论、IoT、知识产权政策、设计政策、工作生活平衡政策 等

西冈 隆 社会保障（年金财政的思考方式、医疗费的动向分析、社区综合护理 等）

西立野 修平 国际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日本经济

沼本 和辉 设计政策、创新政策、经营战略、创业政策（金融等）、飞机产业政策、材料政策

小泷 一彦 人力资本与生产率、房地产与金融

小黑 一正 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财政与社会保障）、经济增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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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田 杨 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论、金融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冈室 博之 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地区振兴、产学官合作

大川 龙郎 中国的风险创新、产业政策

冈崎 康平 循证决策、行为经济学、日本经济论、政府统计

小野寺 修 贸易政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创新政策、数字政策

长部 喜幸 专利及论文等的书志信息分析、知识产权政策、科学技术政策

佐伯 耕三 国际经济、国际政治

斋藤 敬 统计行政、活用大数据的新指标开发

齐藤 瑞希 媒体、数字技术与数字管理、气候变化、国际关系

坂本 雅纯 可持续社会发展论、历史学（贸易、外交）、地缘政治学、数字经济论 等

佐野 智树 经济增长论、生产率、贸易政策、发展经济学

佐藤 大 中国外交、中国边境问题、中日经济关系

佐藤 克宏 产业以及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金融、并购

关口 训央 地区经济分析、中小企业分析、供应链分析

庄野 嘉恒 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策评估、经济差距

菅井 郁 宏观经济学、家庭经济消费、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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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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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 贤一 运筹学（项目管理、网络分析）

田所 创 金融、金融与资本市场、中小企业经营

田尻 雄裕 创新、物价

高桥 拓磨 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地区经济、创新

武田 卓也 经济政策、全球治理（中国对东南亚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转变）、东南亚各国的政军关系、东盟
经济一体化

竹上 嗣郎
产业技术行政（产学合作、创新、医疗器械与卫生保健研究开发、风投支援、研发管理、技术战略）、
地方经济产业行政（地方产业振兴、企业选址、海外拓展）、安全保障相关行政（出口管理、技术信息
管理、敏感技术、双重用途）

竹内 舞子 安全保障、经济制裁、大规模杀伤武器与通常武器的不扩散、扩散金融

田村 晓彦 国际政治经济、全球治理、国际经济法、欧盟一体化、东亚一体化、企业的社会性责任、中国政治经济

田边 靖雄 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

谷 翠 消费者政策、环境政策、能源政策、性别平等

谷泽 厚志 贸易政策、谈判学

田代 毅 日本经济、财政危机、金融危机

友泽 孝规 经济增长、创新、能源与环境、移动性、数字化、制度设计

津田 广和 EBPM、行为经济学（助推）、服务设计

鹤田 仁 关税政策、国际贸易法、国际贸易论

上田 圭一郎 社会保障政策、人力资本论、经济增长论、公司治理论

宇野 雄哉 公共经济学

山田 圭吾 文化遗产、文化资本、文化经济学、人材培养论、信息产业政策、经营战略论、气候变化对策、能源环
境经济学

山田 正人 能源环境、少子化、性别平等、就业、知识产权制度、消费者政策、地区经济、监管改革

吉田 泰己 行政服务的数字化、设计思维的引进、设计经营政策

吉田 亮平 宏观经济学、日本经济、货币政策、社会保障政策

吉田 俊 创新政策、公共关系、政策宣传

吉田 泰彦 贸易政策、基础设施出口、政治经济学、制造业、中小企业、创业精神

吉冈 正嗣 商法与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领域

客座研究员（VF）

ARMSTRONG, Shir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ast 
Asian Economy, Japanese Economy, Chinese Economy, Cross Straits Economic Relation, 
South Asian-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

伊藤 宏之 国际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政策

伊藤 公一朗｠ 环境与能源经济学

龟井 宪树 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孟 健军 （MENG Jianjun） 开发经济，产业开发，环境政策

成田 悠辅 教育、医疗、劳动政策的设计、评估、预测

冲本 龙义 计量金融、宏观计量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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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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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学者（VS）

足立 大辅 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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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主任（PD）
　　九个研究项目分别设置了研究项目主任（PD），在每个研究领域进行严格指导，为制定政策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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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项目主任 研究项目

小林 庆一郎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系 教授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 研究主任
公益财团法人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 研究主任

宏观经济与低生育率老龄化

富浦 英一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贸易投资

滨口 伸明 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 教授 地区经济

长冈 贞男 东京经济大学经济系 教授 创新

大桥 弘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产业前沿

深尾 京司
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 特任教授
一桥大学名誉 教授

提高产业和企业生产率

鹤 光太郎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 教授 人力资本

矢野 诚（代主任） RIETI 理事长 融合领域

川口 大司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 教授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教授

政策评估

（省略敬称，截至2022年3月底）

名誉研究顾问、高级研究顾问
　　名誉研究顾问、高级研究顾问 (SRA) 为研究所的运营管理以及研究活动提供跨领域的综合性建议。

◆名誉研究顾问

Dale W. JORGENSON 哈佛大学 教授

◆高级研究顾问（SRA）

武田 晴人 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22年3月底）

外部咨询委员
　　外部咨询委员作为外部专家，为充实RIETI的研究活动，对研究的妥当性、进展以及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贡献进行评估，提出建议。

Richard E. BALDWIN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 教授

（省略敬称，截至2022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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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图

总务部

研究部

国际事务与宣传部

监事 理事长

内部监查室

行政运作与管理 研究活动

所长

副所长

理事

高级研究员

研究员

研究助理

教职研究员

顾问研究员

客座研究员

访问学者

Ｅ
Ｂ
Ｐ
Ｍ
中
心

（2022年4月1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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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100-8901 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1-3-1	
经济产业省别馆11层

TEL：+81-3-3501-1363 
FAX：+81-3-3501-8577

Email：info@rieti.go.jp

URL：https://www.rieti.go.jp/cn/

@en.RIETI

@RIETI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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