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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创新优惠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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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1
2008 年开
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以法律形式确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2 2008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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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出系统、详细规
定

3 20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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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宽了享受优惠的企业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
的范围，大幅减少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口径
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研发费用归集口径的差
异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 年第 97 号）

细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口径及管理要求，
提高政策可操作性

4 2017 .5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
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7〕34 号）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由 50%提高到 7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
第 18 号）

进一步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执行口径，保证优惠政策的贯彻实施

 研发核心税收政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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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5 2017 . 1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
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 年第 40 号）

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部分研发费用范围和
归集口径

6 2018 .6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 号）

允许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 2018 . 9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
99号）

将全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由50%提高到 75%

8 2021 .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3 号）

将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由 75%提高至 100%

9 2021 .9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21 年第 28 号）

在 2021 年 10 月份预缴申报时，前三季
度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调整 “其他
相关费用” 限额的计算方法

10 2022 . 3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
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
告》（2022 年第 16 号）

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
由 75%提高至 100%

 研发核心税收政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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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11 2022 . 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10 号）

预缴相关规定

12 2022 . 9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
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现行适用行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 75%的企业，第四季度提高至100%

13 2023 . 3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7 号）

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比例由 75%提高至100%的政策

14 2023 . 6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 11 号）

再新增一个享受时点：7 月份预缴申报
时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15 2023.07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 详见第二部分指引解读

16 2023.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号）

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
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

17 2023.9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44号）

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120%

 研发核心税收政策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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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变动

加计扣除比例：
制造业100%；
其他企业前三季
度75%，第四季
度100%

201
5年 加计扣除比例：

2017年科技型
中小企业75%；

2018年符合规
定75%

加计扣除比
例：制造业
100%、其他
75%

1996-2002年
，加计扣除比
例50%
适用范围：国
有、集体工业
企业

2003-2016年，加
计扣除比例50%
适用范围：逐渐扩
大，负面清单
政策逐步系统化和
体系化

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比例由 75%提高至
100%的政策，作为制
度性安排长期实施；

提前享受：7 月份预缴
申报开始

增值税：先进制造业
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
进项税额的5%计提当
期加计抵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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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的界定2.1

研发活动的类型及项目管理2.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归集口径2.3

研发加计扣除申报、备查资料管理2.4



研发活动的界定2.1



二、研发费用定义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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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经费研发投入统计

注：上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科技经费研发投入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

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根据《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2021年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为27956.3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 R&D 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 2.44%，再创历史
新高。

序号 地 区 2021年占GDP比重（%） 2021年研发投入（亿元） 序号 地 区 2020年占GDP比重（%） 2020年研发投入（亿元） 序号 地 区 2019年占GDP比重（%） 2019年研发投入（亿元）

1 北 京 6.53 2629.3 1 北 京 6.44 2,326.60 1 北 京 6.31 2233.6

2 上 海 4.21 1819.8 2 上 海 4.17 1,615.70 2 上 海 4 1524.6

3 天 津 3.66 574.3 3 天 津 3.44 485.00 3 天 津 3.28 463

4 广 东 3.22 4002.2 4 广 东 3.14 3,479.90 4 广 东 2.88 3098.5

5 江 苏 2.95 3438.6 5 江 苏 2.93 3,005.90 5 江 苏 2.79 2779.5

6 浙 江 2.94 2157.7 6 浙 江 2.88 1,859.90 6 浙 江 2.68 1669.8

7 陕 西 2.35 700.6 7 陕 西 2.42 632.30 7 陕 西 2.27 584.6

8 安 徽 2.34 1006.1 8 湖 北 2.31 1,005.30 8 山 东 2.1 1494.7

9 山 东 2.34 1944.7 9 山 东 2.3 1,681.90 9 湖 北 2.09 957.9

10 湖 北 2.32 1160.2 10 安 徽 2.28 883.20 10 辽 宁 2.04 508.5

11 四 川 2.26 1214.5 11 辽 宁 2.19 549.00 11 安 徽 2.03 754

12 湖 南 2.23 1028.9 12 四 川 2.17 1,055.30 12 重 庆 1.99 469.6

13 辽 宁 2.18 600.4 13 湖 南 2.15 898.70 13 湖 南 1.98 787.2

14 重 庆 2.16 603.8 14 重 庆 2.11 526.80 14 四 川 1.87 871

15 福 建 1.98 968.7 15 福 建 1.92 842.40 15 福 建 1.78 753.7

16 河 北 1.85 745.5 16 河 北 1.75 634.40 16 河 北 1.61 566.7

17 河 南 1.73 1018.8 17 江 西 1.68 430.70 17 江 西 1.55 384.3

18 江 西 1.70 502.2 18 河 南 1.64 901.30 18 河 南 1.46 793

19 宁 夏 1.56 70.4 19 宁 夏 1.52 59.60 19 宁 夏 1.45 54.5

20 吉 林 1.39 183.7 20 吉 林 1.3 159.50 20 吉 林 1.27 148.4

21 黑龙江 1.31 194.6 21 黑龙江 1.26 173.20 21 甘 肃 1.26 110.2

22 甘 肃 1.26 129.5 22 甘 肃 1.22 109.60 22 山 西 1.12 191.2

23 山 西 1.12 251.9 23 山 西 1.2 211.10 23 黑龙江 1.08 146.6

24 云 南 1.04 281.9 24 云 南 1 246.00 24 云 南 0.95 220

25 内蒙古 0.93 190.1 25 内蒙古 0.93 161.10 25 内蒙古 0.86 147.8

26 贵 州 0.92 180.4 26 贵 州 0.91 161.70 26 贵 州 0.86 144.7

27 广 西 0.81 199.5 27 广 西 0.78 173.20 27 广 西 0.79 167.1

28 青 海 0.80 26.8 28 青 海 0.71 21.30 28 青 海 0.69 20.6

29 海 南 0.73 47 29 海 南 0.66 36.60 29 海 南 0.56 29.9

30 新 疆 0.49 78.3 30 新 疆 0.45 61.60 30 新 疆 0.47 64.1

31 西 藏 0.29 6 31 西 藏 0.23 4.40 31 西 藏 0.2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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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类型及形式

科技活动

研究与试验发

展（R&D）

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

-科学家

形式：基本规律、原理研究。（不含：艺术、人文研究）

成果：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形式为主。

应用研究
形式：创新性研究、企业可应用的新方案。（不含：重复、简单改变）

成果：以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等形式为主。

试验发展-大多

数企业

形式：利用从科学研究、实际经验中获取的知识，为生产新材料、设备，产品，建立新工艺

或改建（实质性改进）现有产品。（不含：直接应用、市场调查、质量控制、测试、维修等）

成果：知识产权、新产品、新装置等

R&D成果

应用
为使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能够投入使用，解决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活动（不再具有创新成分）。

科技服务 成果的示范推广；科学普及；为社会和公众提供的测试、标准化、计量、质量控制和专利服务等。

原始来源：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的通知（国统字〔2019〕47号)及其附件。

经济合作组织（OECD）《研究与开发调查手册》《弗拉斯卡蒂手册》 从研发性质维度，将研发活动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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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边界识别举例

1、原型、小试、中试（计入 R&D）：为了研发活动内的一
个环节，验证新产品、新工艺等研发活动测试；

2、中试、试生产（区别对待）:

3、工业设计（区别对待）：

4、工业工程和工装准备（区别对待）：

5、软件开发（区别对待）：在不以软件为最终产品的情况
下，如果软件开发是研发项目整体组成的一部分，属于研
发活动；否则，需要进一步判断；

6、售后服务和故障排除（不属于R&D）：

7、专利与许可证工作（不属于R&D）；

8、常规测试（不属于R&D）

9、数据收集（不属于R&D）

研发活动判断的基本要点

注意事项：

1、有明确创新目标；

2、有系统组织形式；

3、研发结果不确定；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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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97 号公告：指以列举的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行业为主营业务，其研发费用发生当年的主营业务
收入占企业按税法第六条规定计算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余额50%（不含）以上的企业。

行业负面清单

烟草制造业 住宿业 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业租赁业

商务服务业

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规定的其
他行业娱乐业



研发活动的类型及项目管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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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类型及项目管理：

1

4

自主研发 委托研发
关注扣除比例：
境内机构/个人：80%
境外机构=min（境内
符合条件的2/3，实际
发生80%)
境外个人：0%

合作研发 集中研发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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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类型及项目管理：

研发项目立项：
 研发目标
 研发内容（技术）
 研发条件（费用、

人员）
 项目进度安排
 成果形式与考核指

标

研发项目的实施
 研发项目归口管理

制度
 项目责任人负责制

度
 研发费用全流程记

录制度
 研发进度记录制度
 项目调整制度。

研发项目的结题
 项目进展情况
 知识产权成果
 研发成果先进性
 关键技术突破点
 失败原因分析
 技术测试报告

研发项目资料管
理
 每个研发项目从立

项、实施到结题形
成的各类文件、资
料。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归集口径2.3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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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符合（2015）119号和（2017)40号规定

1.人员人
工费用

2.直接投
入费用

3.折旧费
用

4.无形资
产摊销

5.三新一
试费用

6.其他相
关费用

7.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
局规定的其

他费用

5.指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新工艺
规程制定、新药研制的临床试
验、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过
程中发生的与开展该项活动有关
的各类费用。

1.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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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
燃料和动力费用；用于中间试
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
备开发及制造费等。

3.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的折旧费。

4.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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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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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
会议费，职工福利费、补充养
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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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加计、高企、会计三种口径的对比

研发费用归集口径比较
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会计规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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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科技人员的工资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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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外聘科技人员的劳务费
用。

企业在职研发人员的工资、奖
金、津贴、补贴、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等人工费用以及外
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会计核算范围大于
税收范围。高新技
术企业人员人工费
用归集对象是科技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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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左
同左

加计扣除：房屋租
赁费不计入范围；
科技投入：强调实
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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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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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高企、会计三种口径的对比

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会计规定 备注

折旧费用与长
期待摊费用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和在用建
筑物的折旧费。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房
屋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研发加计：房屋折旧费不计
入加计扣除范围。
科技投入：所有的折旧不计
入研发设施的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

中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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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软件、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许可证、设计和计
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
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口径的研
发费用包含“知识产权”摊
销，而加计扣除口径的研发
费用包含
“专利权”摊销,二者存在
一定差异。

设计试验等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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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条件的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试
验费用（包括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
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田间试验费
等）。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口径将装
备调试费用、田间试验费用
纳入范围；会计虽未对设计
试验等费用进行列举，但规
定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
相关费用均可计入研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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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会计规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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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福利费、
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
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
研发费用总额的10%。

算法：统一计算全部研发项目。

与研究开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
他费用，包括技术图书资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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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评审、鉴定、
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
注册费、代理费，会议费、差
旅费、通讯费等。此项费用一
般不得超过研究开发总费用的
20%，另有规定的除外。

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
费用，包括技术图书资料费、
资料翻译费、会议费、差旅
费、办公费、外事费、研发
人员培训费、培养费、专家
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
费用等。研发成果的论证、
评审、验收、评估以及知识
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
理费等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及高新研发费用范
围中对其他相关费用总额有比例
限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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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加计扣除申报、备查资料管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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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资料清单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
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
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
合同，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一般是指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4.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包括外聘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
的仪器、设备、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说明；
5.集中开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
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比例等资料；
6. “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总表；；
7.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
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存备查。

研发加计扣除申报、备查资料管理
保存期限：2018年第23 号公告规
定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
日起保留 10 年。

注意事项：

1、无需事先通过相关部门鉴定或立
项；

2、税企双方对研发项目有异议的由
税务机关转请科技部门鉴定；

3.当年符合条件未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的可以追溯享受，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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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

日

生产 研发

12月31

日
3月31日

A项目

B项目
C项目技术人员

 人员费用关注事项

研发人员的界定：

1、主要从事研究开发项目的专业
人员；

2、辅助人员是指参与研究开发活
动的技工。不含：后勤、行政服务

3、技术人员是指具有工程技术、
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中一个或一个
以上领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在研
究人员指导下参与研发工作的人员；

4、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企
业外聘研发人员是指与本企业签订
劳务用工协议（合同）和临时聘用
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辅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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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设备加速折旧、摊销关注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提示：如果是以前年度研发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的未用于研发活动，需要对无形资产构成进
行分析，剔除不符合119和40号的费用后享受加计扣除。

（二）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符合
税法规定且选择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在享受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时，就税前扣除的
折旧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折旧费用1

（二）用于研发活动的无形资产，符合税法规
定且选择缩短摊销年限的，在享受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时，就税前扣除的摊销部分计
算加计扣除。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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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样品&特殊收入的冲减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

七、其他事项
（二）企业取得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
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在计算确认收入当
年的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应从已归集研发费用
中扣减该特殊收入，不足扣减的，加计扣除研发
费用按零计算。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

研发样品收入： 研发废料收入：

二、直接投入费用
产品销售与对应的材料费用发生在不同纳税年度且材料

费用已计入研发费用的，可在销售当年以对应的材料费用发
生额直接冲减当年的研发费用，不足冲减的，结转以后年度
继续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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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for tomorrow

研发加计扣除常见问题

1

2

3

 研发人员范围太宽泛

 研发人员与项目相关性较弱

 研发与生产共用人员费用未合理分摊

 外聘研发人员无法税前扣除问题

人员方面

 研发与生产领料混同

 研发领料无去向

 样机成本归集不规范

材料方面

 缺乏与研发相关的支撑性资料

 超时、超预算列支

 原始凭证严重缺乏或不符

 研发费用结构不合理

 委托研发合同未备案登记

 关联方之间的委托研发费费用结算

项目整体
1、 对法规政策把握不明确，造成部分条件是否满足有疑惑

2、 企业部门之间如研发、财务等分工配合不顺畅



Now, for tomorrow

研发加计扣除税务风险预警示例

序号 内容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大于期间费用明细表“研究费用”金额

2 研发人员薪酬占全部人员薪酬比例偏高预警

3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中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占允许扣除的研发活动费用合计比例预警

4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中人员人工费用比例偏高预警

5 研发费用同比异常增长预警

6 直接投入费用过大，但未有产成品、下脚料等对外销售

7 企业申报时实质为分类错误

8 委托研发合同备案类型为“技术服务”的，不得加计扣除

9 2022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中的其他相关费用大于当年归集的高新研发费用中其他费用

10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前三个会计年度未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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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对研发投入的要求

支持和鼓励科创板定位规定的相关行业领域中，同

时符合下列指标的企业申报科创板上市：

(1)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5%以上，或

最近三年研发投入金额累计在6000万元以上；

(2）研发人员占当年员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3）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5项以上；

（4）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20%，或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金额达到3亿元。

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指
（试行）》

（1）最近三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最近一年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 1000 万

元，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2）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3）属于制造业优化升级、现代服务业或者

数字经济等现代产业体系领域，且最近三年营

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
暂行规定（2022年修

订）》

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并上市，市值及财务

指标应当至少符合下列标准中的一项：

(1)预计市值不低于8亿元，最近一年营业

收入不低于2亿元，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

计占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合计比例不低于

8%；

(2)预计市值不低于15亿元，最近两年研发

投入合计不低于5000万元。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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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

•  研发制度是否健全、有效运行？

• 研发费用与其他费用或生产成本

是否准确区分？

研发人员划分

税务勾稽关系

研发产出

2019年-2021年研发问询方向

研发投入的划分

5%
10%

8%

9%

14%
37%

17%

1259次

•  研发人员划分依据

•  非专职研发人员薪酬构成及如何在研

发和生产中分配？

•  生产等非研发部分薪酬是否计入研发

•  董监高是否计入研发极其合理性

•  股份支付计入研发费用的依据

558次

•  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领用材料如何区分？

•  研发物料的最终去向

463次 •  材料消耗数量与研发需求是否匹配？

•  折旧在研发和生产中分配是否合理？

•  研发阶段是否有样机/样品

•  样机/样品对外销售如何账务处理？

• 试生产阶段产品

对外销售如何账务处理？

•  样机/样品冲减研发费用时点

282次

•  账面核算与所得税加计扣除差异原因

•  账面核算与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研发

费用差异原因

研发投入各费用结构占比的合理性

研发人员平均薪酬与同行业、地区差

异

技术
•  研发项目主营相关性

•  研发项目立项依据

•  项目预算与实际差异

•  研发周期划分 178次

同行业比较

•  研发投入占比差异原因

•

317次 •

348次
问询方向：科创板、北交所：属性判定+税收优惠；主板、创业板：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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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IPO研发费用问询方向 上市板块：

企业性质： 行业：



Now, for tomorrow

2022年IPO研发费用常见问题简析

Q1

需要三个口径下研发费用金额

的差异的具体数额，差异明细

并逐项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会计口径与加计扣除
差异

Q2

1、界定标准：研发人员学历、专业、

年龄、月均工资、工资履历、入职时

间；

2、归准确性：每年薪酬变动、与公司

其他员工、可比公司水平、同地区公

司水平等情况薪酬对比；

3、费用分摊：工时管理系统完善情况、

实际工时核算的准确性、管理人员主

要工作职责与费用占比。

研发人员费用关注点

Q3

1、需要列示材料的构成种类、重量、

金额及主要用途；

2、各年波动幅度的原因；

3、企业的领料、用料的内控制度；

4、残余物资的处置情况；

5、披露样品的形成情况及样品的会计

处理，检查是否已按相关成本冲减研

发支出。

研发材料费用准确性及领
料内控情况

Q4

1、自研项目和受托研发项目的项

目来源、获取项目的方式、是否

签订合同等；

2、受托研发项目是根据特定客户

的定制化产品或服务需求而进行

的，而自研项目是企业内在驱动

的，或者是参考非特定客户需求、

市场变化设立的，受托研发不属

于企业自身研发费用。

自研项目和受托研发项
目的划分标准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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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9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

一、非全时研发人员

对于既从事研发活动又从事非研发活动的人员，当期研发
工时占比低于50%的，原则上不应认定为研发人员。

关注：对研发活动的实际贡献。例：研发部管理人员、参
与研发的生产人员。

二、受托研发的人员

发行人与客户签订合同，为客户提供受托研发，除有充分
证据表明履约过程中形成发行人能够控制的并预期能给发
行人带来收益的研发成果外，原则上单纯从事受托研发的
人员不能认定为研发人员。

聘用形式：
劳务派遣人员原则上不能认定为研发
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

关注：
1、研发人员的专业背景、工作内容；
2、研发人员学历、专业、任职年
限；
3、最近一年存在异常增长（包括临时
招募、从其他部门调岗等）；
4、非全时研发人员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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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9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

二、委外研发

发行人存在委外研发的，应签订委外研发合
同，研发成果归属于发行人，不存在通过委外
研发将与研发无关的成本费用计入研发支出或
虚构研发支出的情形。

委外研发支出金额较大或占研发投入比例较高
的，应重点关注委外研发的真实性、必要性和
交易价格公允性？

研发投入其他关注事项：

一、共用资源费用

将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工时占比、面积占比
等标准进行合理分配，无法合理分配或未分配的
不得计入研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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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9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

研发内控要求：

发行人应制定并严格执行研发相关内控制度，包括研发活动和研发人员认定制度、研发业
务流程、研发项目管理、研发人员管理等，明确研发支出的开支范围、标准、审批程序。
同时，应按照研发项目设立台账归集核算研发支出，准确记录员工工时、核算研发人员薪
酬、归集研发领料用料和资产摊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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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提示

 关注研发费用与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之间的差异，确保产生差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建立完善的研发人员内控制度和研发工时管理系统，避免研发人员界定与分摊不清

 建立研发领料、用料、余料废料处理的规范制度，避免出现虚增研发材料费用的情况

 关注研发过程中产出的样品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关注自研项目和受托研发项目的划分，避免将受托研发性质的项目作为自研项目计算研发费
用关注自研项目和受托研发项目的划分，避免将受托研发性质的项目作为自研项目计算研发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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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和风险测试

研发管理控制设计

沟通与反馈

研发管理体系运
行

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研发支出核算统计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国资厅发财评【2020】47号）、《财政部关于企业

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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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科学技术部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和《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

知（国科发火〔2016〕195号）等法规要求，对参与研发管理

的各相关部门、关键岗位实施细节调研和访谈，全面开展现场

调查工作,从研发组织架构、研发管理制度、研发业务流程、研

发表单设计、研发会计核算和研发相关信息化系统等多角度为

公司全面构建或完善研发管理体系。

研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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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管理体系

建设成果

1.研发管理制
度

2.研发组织架
构设计

3.研发流程与
风险管理

4.研发会计核
算

5.知识产权管
理

6.高企资质和
研发申报管

理

 研发实质认定：研发技术领域的判定；创造创新性的认定；创意设计活动的认定；

 研发体系的健全性：研发开发人员或科技人员的身份界定；研发单据管理；

 研发核算合理性：生产与研发的合理性区分；研发成本归集与分摊方法；研发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区分；

 研发账务管理合规性：研发辅助账设计、会计信息化管理；

 研发加计扣除的准确性：特殊收入在研发中的处理；不征税收入在研发活动的处理；研发备案备查；

 集团研发、合作研发、委托研发的设计：集团研发费用分摊方法设计

 难点示例

研发体系建设效果



Now, for tomorrow

研发管理手册要素



Now, for tomorrow

研发项目常见的备查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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