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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会计・税务实务资讯 

题目： 关于日本法人税集团通算制度（Group Tax Consolidation） 

一、 制度概述 

日本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法人税领域的“集团通算制度”（Group Tax Consolidation）。

该制度适用于在日本境内，由母公司与其 100%持股子公司构成的企业集团。在该制度下，各成员法人仍须

分别计算并申报法人税，但在集团层面可进行统一的损益通算及相关税务调整。 

集团通算制度的一大特点是“遮断机制”。即使集团内某一法人在申报后进行更正申告，其影响不会扩及

至其他集团成员法人，从而保障集团整体税务处理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二、 适用范围 

1. 母公司资格： 

• 日本国内的普通法人或协同组合等； 

• 不属于清算中法人、青色申告被取消后未满一定期间的法人、投资法人、特定目的公司（TMK）、其

他特定法人（如非普通法人、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法人等）等。 

2. 子公司资格： 

• 与母公司之间存在 100%直接或间接持股关系的日本国内法人； 

• 且不属于上述母公司资格中所述的清算中法人、青色申告被取消后未满一定期间的法人、投资法人、

特定目的公司（TMK）、其他特定法人（如非普通法人、已进入破产程序的法人等）等。 

三、 主要税务处理机制 

1. 损益通算： 

• 集团内存在盈亏不均的情况下，可按照各法人所得比例，将盈利公司所得与亏损公司亏损进行通算从

而降低集团整体的法人税负担； 

• 通算金额依据各法人所得占集团所得的比例进行分配； 

• 若集团内某一法人发生更正申告（修正申报），其原始申报所得金额作为计算基准，原则上不会影响其

他集团成员法人（即“遮断机制”）。 

2. 亏损结转与限制： 

• 各法人可依规定将亏损进行结转； 

• 在遮断机制下，若某公司发生更正，亏损通算的适用将受到限制； 

• 若集团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部分情形下，可重新计算通算金额，以避免税负不合理。 

四、 适用程序与申报方式 

1. 制度适用申请： 

• 需由母公司及其全部 100%子公司共同提交“集团通算制度适用承认申请书”； 

• 原则上应在预定适用年度开始前的 3 个月内完成申请提交； 

• 若国税厅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异议，视为自动承认。 

2. 申报方式： 

• 所有集团成员法人必须通过 e-Tax 电子申报系统进行法人税申报； 

• 无论资本金大小，均适用电子申报义务； 

• 母公司可作为代表法人代其他成员法人进行申报，并附加电子签名。 

3. 税务责任： 

• 各法人对其自身税务承担申报与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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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团完全支配关系存续期间，各法人之间对法人税义务负有连带责任。 

五、 制度中止与退出机制 

• 若集团在运营中因事务负担等不可抗力原因，难以继续适用制度，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中止适用的

申请； 

• 若母公司解散、青色申告资格被取消等特殊情形，也将导致制度自动终止。 

六、 过渡规则 

• 曾适用旧“合并纳税制度”的企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将自动转为适用集团通算制度； 

• 企业亦可选择不加入该制度，前提是需在制度实施前提出退出申请。 

法人税集团通算制度通过引入统一的损益通算机制与遮断机制，为集团企业在税务处理上提供了更高的灵

活性、透明度与可控性。企业在考虑是否加入该制度时，应充分评估其业务架构、税负分布与申报资源，并

结合过往适用合并纳税制度的经验以及外部税务专家的意见，作出合理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