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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vs.股份公司 
两种常见日本公司结构的比较 

 
 

对于希望在日开展业务及雇佣员工的外国公司而言，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就是应选择通过哪种法律形式的机构开展业务。 
 
一些外国集团通过“代表处”开始经营业务。这种形式的机构无法在日本的企

业管理机关登记，实际上它仅仅相当于外国公司的一名负责在日市场调查及联

络活动的员工。在日本，此类机构的主要弊端在于其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

制，仅限于为总公司承担联络型功能（不产生收入的联络、支持及推广），并

且不允许此类机构开展持续性的经营。 
 
经登记的日本分支机构是一种更具有实质意义的业务机构，在日本相当于一种

准法律实体，能够在日本开展业务，并且受制于日本企业税收制度中与其自身

权利相关的规定。此类实体的弊端在于(a)日本机构的责任会直接归属于外国公

司，在日本法层面上无法受到“公司面纱”的保护（此外，自 2006 年以来，

实际上已经不再允许将设立“皮包公司”作为一种缓冲手段），(b)日本税务审

计调查可能延伸到日本之外，及（c）对于在日本开展业务的实体而言，与真正

的日本公司实体相比，此类实体声望较低。 
 
鉴于上述原因，希望雇佣实际居住在日本之人员的外国公司通常更倾向于设立

一家独立的日本公司实体。在这一方面，它们的主要选择包括“kabushiki 
kaisha/KK”（股份公司）和“godo kaisha/GK”（有限责任公司）。 
 
这些实体在日本要么以成本加成的方式经营，要么以买卖的方式经营，这一选

择本身取决于拟开展业务的紧迫性，在日人员需要进行的活动及日本业务客户

及合作伙伴的业务要求。 
 
股份公司（KK） 
 
股份公司(KK)是非日本实体设立日本子公司时选择的最常见实体。 
   
对于非日本母公司而言，股份公司通常被视为最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在历

史上它被认为是最有声望和最稳定的实体。由于其享有良好的声誉，股份公司

最有可能受到潜在日本合作伙伴公司、承包商、客户及员工的尊重。股份公司

也是投资者们在日开展实质性业务时最常选择的法律形式。  
 
在考虑是否设立股份公司时，公司设立时和存续期间的潜在要求可能是一项重

要的考量因素，这取决于外国集团希望在日本成立何种类型的机构。 
 



关于法定要求，通常而言，股份公司必须拥有至少一名身为日本居民的代表董

事（不要求此人必须是日本公民），并且每年必须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起三个

月内至少举行一次股东会议。 
 
在某些情况下，股份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这在当地被称为“一人”结构，但

是此类结构在市场上通常会受到负面评价，因为在日本合作伙伴和/或客户看

来，尤其是在该实体经营买卖业务的情况下，此类实体似乎不够稳定。 
 
当一家股份公司选择设立董事会时，其董事的最低人数为三人，并且该公司必

须任命至少一名法定审计师（负责监管董事的人员）。在理想的情况下，法定

审计师最好具备会计知识，但法律并不要求他必须是一名会计师。 
 
因此，与在日本可以成立的其他实体相比，股份公司在持续性合规方面通常需

要满足更为严格的要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股份公司的优势还是大于它的

潜在劣势，尤其是考虑到任何一家日本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在任

何情况下都必须提交公司税务申报单。 
 
股份公司在其规模上具有灵活性，并且几乎适合于任何在日业务，因为它能够

获得所有客户、合作伙伴及潜在员工的认可，甚至可以在日本证券交易所上

市。 
 
在母公司客户的全力配合下，设立一家股份公司最短只需两周时间。 
 
有限责任公司（GK） 
 
自 2006 年以来，有限责任公司（GK）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效公司形式，

更准确地说，这种形式兼有法人和合伙企业的特点，不幸的是，这也就意味着

这种形式的复杂性。 
 
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尤为常见，而在日本有限责任公司则需要作为非转嫁公司

就其收入缴税，为征税之目的，可以不将其视为美国税法上的转嫁实体（即所

谓的“填表选择实体类型”）。 在 2006 年，这种实体形式实际上取代了 YK
（Yugen kaisha）实体，后者以往在美国享有转嫁实体的税务地位。 
 
因此，美国母公司通常更倾向于将它们在日本的子公司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实

体，但对来自其他法域的母公司而言却并非如此-这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伙

型结构、相对复杂繁琐的经营程序以及算不上完美的有限责任保护制度。 
 
在股份公司中，投资的人只是股东，与此不同的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投资

者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如果不存在个人成员，就需要任命一位总经理，

由他代表成员管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法律职责类似于股份公司董事

的法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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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无需设立董事会，亦无需举行成员会议管理公司事务。这实际上

意味着此类实体需要遵守的持续性内部管理要求较为简单。但是，鉴于在任何

情况下都必须保存账簿并提交税务申报单，对于客户而言这并不是什么重大优

势。 
 
每个成员都负有法律上的责任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务并代表有限责任公司

（尽管公司章程会缩小该等职责的范围），对于某些成员或总经理给第三方造

成的损害，每个成员均被视为承担连带责任。在这方面，有限责任公司也类似

于合伙企业。 
 
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满足较为复杂的结构和技术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在

客户的全力配合下，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最短也需要三周时间。 
 
结语 
 
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各有利弊，对于一家已经设立的实体而言，在这两种

形式之间的选择可能会对其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股份公司最为常见并且享有很高的声望，许多客户都致力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

的市场机构并与日本合作伙伴保持稳固的关系（以及招揽最优秀的日本员

工），如果在日设立分支机构不合适，那么考虑到这种直观的声望，股份公司

可能成为最受青睐的实体形式。 
 
对于美国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而言，其自身的业务性质（尤其是当它们拥有著

名的国际企业品牌时，就不太需要在当地展示强大的公司组织形式）决定了它

们更重视实体在美国的税收灵活性，因此它们选择了通过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

开展经营。在它们开展日本业务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 
 
综上所述，每家公司都需要与税务、商业及法律顾问进行协商并综合考虑各种

因素，才能正确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实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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