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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二零二三年七月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发布
摘要：

2023年7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联合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发布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
2.0版》，从更多维度、更深层次为享受加计扣除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指引。

背景
近年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不断提高，使得该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日益成为了企业关注的焦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享
受了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如何更合规、合理地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如何做好研发项目的管理也成为了热门话题。从
2023年开始，全部适用加计扣除的行业加计扣除比例都提升为100%，且预缴享受加计扣除的时间也从第三季度提前到上
半年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以下简称“指引2.0”）在这个时间发布，一方面
给了企业更明晰的指引，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也提示企业要做好研发项目的管理，是加计扣除适用的基础和前提。

毕马威观察

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发布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1.0版》 （以下简称“指引1.0”） ，基于当时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及经济合作组织（OECD）《研究与开发调查手册》、《弗拉斯卡蒂手册》对研
发活动的定义，为企业理解、把握加计扣除政策提供了全面解读。除了这几年新公布的政策文件，指引2.0进一步统一了
针对我国税收优惠研发活动的定义和范围，并参考了很多加计扣除的实操经验，在多方面提出了更为细化和深入的意见和
建议。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值得关注：
1. 研发活动判断的细化

除了对指引1.0中研发活动的类型及形式、研发活动判断要点及内涵等内容进行了重整优化以外，指引2.0特别增加了
“研发活动判断的边界与说明”这一部分。这部分通过详细的分类与举例，对可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提出了很具体的
判断建议。对企业筛选可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
1.1   制造业的研发活动

指引2.0对与制造业相关的研发活动边界分三大类进行了说明：对于比较明确属于研发活动的原型、小试和中试属
于研发活动进行了肯定；对于试生产、工业设计等边界容易混淆的活动，特别举例说明要直接与研发活动相关或
“反馈”研发活动方能计入R&D；而对于售后服务和专利等工作，则明确了除少数特殊情况以外均不属于R&D。

1.2   研发活动与科技活动
指引2.0对常见的科技活动与研发活动的区分也给出了具体意见，强调科技活动必须是“为了实现研发需求”，才
可视为研发活动。

1.3   软件相关的研发活动
对软件相关的研发活动界定的意见是指引2.0的焦点之一。指引2.0明确提出，软件著作权不是研发活动的标识。同
时，指引2.0分别列举了13类软件研发活动的典型和8类软件相关非研发活动的典型，对我国金融与互联网及科技
企业具备很好的引导作用，供企业对号入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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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调提出研发项目管理的重要性
研发项目管理的部分是指引2.0新增的，也是其中的焦点。这部分开篇就指出规范的研发项目管理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适用的基础和前提。指引2.0不光对常见的自主研发、委托研发和合作研发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明确，对研发项目的
流程管理更是提出了建议。当中将研发项目分为立项、实施到结题三个大阶段，建议企业建立全流程管理制度。特别
是在研发项目实施阶段，建议企业做好研发费用全流程记录、研发进度记录和项目资料的规范化管理。
尽管指引2.0对研发项目管理的建议是纲领性、方向性的，并未对各流程、环节的具体执行做出细化的要求，但已经突
出了做好管理的必要性。企业应考虑基于指引2.0的概要要求，建立适用于自身的全面管理体系。

3. 其他关注点
除了上述两个焦点以外，指引2.0对过往几年很多加计扣除热门讨论问题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3.1 重申加计扣除的范围

指引2.0再次阐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以与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叠加享受，失败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
用可以加计扣除，以及亏损企业可以享受加计扣除。这体现了加计扣除是对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具有普惠性质的
税收优惠。

3.2 是否属于负面清单行业的判断
明确了在计算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的计算方法。提示应注意收入总额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能简单等同于会
计收入。对于主营业务多元化的企业，应在每年申报加计扣除前做好收入占比计算，方开展申报。

3.3 创意设计活动的加计扣除
明确了创意设计活动虽然适用加计扣除，但并不代表创意设计活动属于研发活动。同时从事研发活动和创意设计
活动的企业，应特别注意将两者进行明确划分。

3.4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研发费用口径的差异
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口径的研发费用，是为了判断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科技实力是否达到高新技术企业标准；
而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范围是针对企业直接的、核心的研发投入。并对两者口径差异的对比做了略微的细化，
指出了两者在长期待摊、无形资产摊销和设计试验等费用的差异。同时享受两种税收优惠的企业应参考进行差异
化归集。

毕马威建议

在充分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红利的同时，提升研发项目管理刻不容缓，建议企业尽快从以下三个核心方面着手：
1. 检查是否已经参考加计扣除的相关政策及指引2.0，并结合自身的行业特性、实际情况，形成明确的、统一的研发项目

判断标准，并应用于加计扣除的项目筛选和申报；
2. 检查是否已经形成对研发项目的全流程管理制度，并充分调动研发部门、各相关技术部门和财务部门落实执行，对研

发项目进度有充分记录；
3. 检查是否对研发费用的归集形成全流程的记录，能按项目分阶段对研发项目进行准确归集，并对费用的归集有充分的

证明资料。
在做好上述三点对研发项目管理的核心的基础之上，我们也提醒有以下情况的企业可考虑更进一步的管理优化：
4. 针对同时享受多个研发税收优惠的企业（譬如既享受加计扣除，也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建议结合不同优惠的政策

要求，形成综合的管理制度，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5. 针对集团企业，建议在建立或优化管理制度时，既要结合集团总部统一管理的需求，又要充分考虑各子公司业务的特

殊性和当地的管理特色。
6. 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建议在建立线下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线上化的管理体系，实现对研发项目和费用智能化、

自动化的管理。
如企业对指引2.0及相关政策希望进一步了解政策细节或行业实操经验，毕马威欢迎企业与我们开展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希望能帮助企业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应享尽享”及提升管理合规水平。同时，毕马威也会持续关注指引2.0发布后
各地相关主管部门以及各行各业对于具体操作的意见和情况，及时收集整理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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