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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新政辅导：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新政的 11 个要点

编者言：本通讯上期转载了锦连所专家

顾问、《纳税无忧》（公众号：dxtaxl）创

办人、税务专家唐守信的原创文章《小型微

利企业 2015 年度如何缴纳企业所得税》，

全面梳理、解读了有关小微企业上述税收政

策，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本期继续转载

其原创文章，以期大家了解并熟练掌握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 2005 年 11 月 2

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政策要点】

2015 年 11 月 2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 号）（以下简称“119 号”文

件）。精通新政策应掌握的 11 个要点：

一、研发活动的含义

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

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 或

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

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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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方法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

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

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本

年度实际发生额的 50%，从本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中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

形资产成本的 150%在税前摊销。

三、允许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范围

1.人员人工费用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

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2.直接投入费用

（1）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

和动力费用。

（2）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

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定

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

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3）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

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以及

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

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3.折旧费用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

费。

4.无形资产摊销

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

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

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

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

术的现场试验费。

6.其他相关费用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

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

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

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评审、评

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

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费等。此项费

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

额的 10%。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

他费用。

四、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技术活动

1.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2.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

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

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3.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

术支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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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

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

5.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6.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

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

7.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

研究。

五、特别事项的处理

（一）委托研发的处理

1.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

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

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

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

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

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

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

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

出明细情况。

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

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

（二）合作开发的处理

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由合作各

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计算

加计扣除。

（三）集团研发的处理

企业集团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发

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要求高、投资数额大，

需要集中研发的项目，其实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可以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费用

支出和收益分享相配比的原则，合理确定

研发费用的分摊方法，在受益成员企业间

进行分摊，由相关成员企业分别计算加计

扣除。

（四）创意设计活动费用的加计扣除

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

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

费用，可按照本通知规定进行税前加计扣

除。

创意设计活动是指多媒体软件、动漫

游戏软件开发，数字动漫、游戏设计制作；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

三星）、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工业设

计、多媒体设计、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

模型设计等。

六、研发费用会计核算

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求，

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对享受

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

助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除的各

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

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

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

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七、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的范

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适用于

会计核算健全、实行查账征收并能够准确

归集研发费用的居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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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

1.烟草制造业

2.住宿和餐饮业

3.批发和零售业

4.房地产业

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娱乐业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

他行业。

上述行业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

代码（GB/4754 -2011）》为准，并随之

更新。

九、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管理

1.企业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

用分别核算，准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

支出，对划分不清的，不得实行加计扣

除。

2.企业研发费用各项目的实际发生

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计算不准确的，

税务机关有权对其税前扣除额或加计扣

除额进行合理调整。

3.税务机关对企业享受加计扣除

优惠的研发项目有异议的，可以转请地

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鉴定意见，科技部门应及时回复意见。

企业承担省部级（含）以上科研

项目的，以及以前年度已鉴定的跨年度

研发项目，不再需要鉴定。

4.企业符合规定的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条件而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未

及时享受该项税收优惠的，可以追溯享

受并履行备案手续，追溯期限最长为 3

年。

5.税务部门应加强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优惠政策的后续管理，定期开展核

查，年度核查面不得低于 20%。

十、新政策的执行时间

新政策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十一、政策的衔接和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 号）和《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3〕70 号）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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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

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2015 年

11 月 2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科技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科技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若干意见》精神，更好地鼓励企业开

展研究开发活动（以下简称研发活动）

和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以下简称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执行，现就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归集范围。

本通知所称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

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

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

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

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

（一）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

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

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

本年度实际发生额的 50%，从本年度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

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在税前摊销。研

发费用的具体范围包括：

1.人员人工费用。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

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

务费用。

2.直接投入费用。

（1）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

料和动力费用。

（2）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

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

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

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3）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

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

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

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3.折旧费用。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

费。

4.无形资产摊销。

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

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

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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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

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6.其他相关费用。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

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

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

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

评审、评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

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

费等。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

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

他费用。

（二）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

1.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2.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

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

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3.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

术支持活动。

4.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

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

5.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

研究。

6.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

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

7.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

研究。

二、特别事项的处理

1.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

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

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

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

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

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

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

出明细情况。

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

2.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由合

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

计算加计扣除。

3.企业集团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

发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要求高、投资数

额大，需要集中研发的项目，其实际发

生的研发费用，可以按照权利和义务相

一致、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相配比的原

则，合理确定研发费用的分摊方法，在

受益成员企业间进行分摊，由相关成员

企业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4.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

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

相关费用，可按照本通知规定进行税前

加计扣除。

创意设计活动是指多媒体软件、动

漫游戏软件开发，数字动漫、游戏设计

制作；房屋建筑工程设计（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为三星）、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

计；工业设计、多媒体设计、动漫及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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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品设计、模型设计等。

三、会计核算与管理

1.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

求，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对

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按研发项目设

置辅助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除

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企业在一个

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应按照

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

发费用。

2.企业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

用分别核算，准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

出，对划分不清的，不得实行加计扣除。

四、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

1.烟草制造业。

2.住宿和餐饮业。

3.批发和零售业。

4.房地产业。

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娱乐业。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

他行业。

上述行业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

码（GB/4754 -2011）》为准，并随之更

新。

五、管理事项及征管要求

1.本通知适用于会计核算健全、实行

查账征收并能够准确归集研发费用的居

民企业。 2.企业研发费用各项目的实

际发生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计算不准

确的，税务机关有权对其税前扣除额或

加计扣除额进行合理调整。

3.税务机关对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

惠的研发项目有异议的，可以转请地市

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鉴

定意见，科技部门应及时回复意见。企

业承担省部级（含）以上科研项目的，

以及以前年度已鉴定的跨年度研发项

目，不再需要鉴定。

4.企业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条件而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

未及时享受该项税收优惠的，可以追溯

享受并履行备案手续，追溯期限最长为 3

年。

5.税务部门应加强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优惠政策的后续管理，定期开展核查，

年度核查面不得低于 20%。

六、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国税发〔2008〕116 号）和《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3〕70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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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连法律通讯仅供参考，其不构成

一份法律意见或建议。我们努力保证本

通讯内容的准确性，但是对基于本通讯

任何内容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遭受的损

失或损害，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

保留对本通讯的全部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