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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熱訊點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華產業國際租

稅學會致力兩岸稅務交流不遺餘力，已為對

岸各地稅局來台參訪指定交流對像，繼 10

月份山東省國稅局來訪後，11 月份重慶市國

稅局由姚朝智總會計師(副局長級) (圖左六)

率團前來訪問，由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吳

金終秘書長(圖左七) 及段士良研究委員(資

誠稅務法律服務執業會計師，圖左四)等人

親自熱烈接待。讓重慶市國稅局一行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深覺不虛此行。

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機遇與挑戰

配合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政策，大陸財政部、國家稅務總

局及科技部於 2015 年 11 月 2 日聯合發布《關於完善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5]119 號，以下簡稱「119 號文」），明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調整的具體操作辦法，

並取代原《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扣除管理辦法（試行）》（國稅發[2008]116 號，以下簡稱「原

政策」）。

119 號文確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放寬企業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發活動和費

用範圍，簡化審批程序，對加計扣除由事前申請改爲事後管理，並允許因故未能即時享受優惠

的企業於 3 年期間內可追溯適用。

明確適用費用加計扣除的研發活動與行業範圍

原政策要求享受優惠的研發活動須符合《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和中國國家發展

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公布的《當前優先發展的高技術產業化重點領域指南（2007 年度）》兩個目

錄；119 號文則改採「負面清單」形式確定加計扣除適用的研發活動1及行業2範圍。

1 不適用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發活動包括：企業産品（服務）的常規性升級；對某項科研成果的直接應用，

如直接採用公開的新工藝、材料、裝置、產品、服務或知識等；企業在商品化後為顧客提供的技術支持

活動；對現存產品、服務、技術、材料或工藝流程進行的重複或簡單改變；市場調查研究、效率調查或

管理研究；作爲工業（服務）流程環節或常規的品質控制、測試分析、維修維護；社會科學、藝術或人

文學方面的研究。
2 不適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行業包括：煙草製造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租賃

和商務服務業；娛樂業；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行業，（上述行業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

碼（GB/4754-2011）》爲准，並隨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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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適用加計扣除研發費用範圍

119 號文於原政策費用範圍的基礎上，增加外聘研發人員的勞務費、試製産品檢驗費，取消

對研發儀器、設備和無形資產須「專門」用於研發活動的限制，並增加與研發活動直接相關的

其他費用項目（包括專家諮詢費、高新科技研發保險費、知識産權申請費、差旅費、會議費…

等），惟其他費用不得超過加計扣除研發費用總額 10%。

明確特殊事項處理方式

 委託研發

119號文眀定企業委託外部機構或個人進行研發活動所發生的費用，按照實際發生額的80%

計入委託方研發費用並計算加計扣除，受託方不得再加計扣除；另為鼓勵企業於大陸境內

開展研發活動，增加企業委託境外機構或個人進行研發活動所發生的費用不得加計扣除的

規定。

 創意設計活動

於特別事項處理段落，119 號文新增創意設計活動3相關內容，明確企業為獲得創新性、創

意性、突破性的產品所進行創意設計活動而發生的相關支出，可按本規定進行稅前加計扣

除。

研發費用的會計核算與管理

原政策要求企業必須對研發費用實行專帳管理，而 119 號文僅要求企業在現有的會計處理

基礎上，按照研發科目設置輔助帳，在一定程度上减輕企業會計核算負擔。但不論是專帳還是

輔助帳都僅僅是研發費用歸集的形式要求，企業須從實質上對研發行為進行準確識別，才能從

根本上實現研發費用的準確歸集。

簡化審批程序

119 號文取消原政策要求企業須報送的一系列材料，改而要求主管稅務部門加強相關的後續

監管工作，定期開展核查，並規定年度核查面不低於 20%，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適用由事

前申請改為事後管理模式，符合目前大陸整體稅收徵管的發展趨勢。

另外，原政策規定主管稅務機關對企業申報的研發項目有異議時，可要求企業提供大陸政

府科技部門的鑑定意見書；119 號文則改為主管稅務機關可以轉請市級（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

部門出具鑑定意見，而非要求企業自行向科技部門提出鑑定需求，大幅降低優惠適用成本，並

簡化企業相關工作程序。

追溯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

119 號文特別說明，企業符合文中規定條件，卻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未能及時享受優惠

3 創意設計活動是指多媒體軟體、動漫遊戲軟體發展，數位動漫、遊戲設計製作；房屋建築工程設計（綠

色建築評價標準為三星）、風景園林工程專項設計；工業設計、多媒體設計、動漫及衍生產品設計、模型

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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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追溯適用並履行備案手續，追溯期最長為 3 年，爲因故未能在研發費用發生當年加計

扣除的企業提供一個補救的機會。

資誠觀點

119 號文雖然擴大研發加計扣除優惠的適用範圍，並於程序面由事前申請改爲事後管理模

式，但同時也考驗企業對研發活動識別、研發項目管理與相關費用歸集與核算能力，提醒企業

於適用優惠時，可與有關技術人員配合，準確掌握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規定，審慎進行研發活

動識別與相關費用歸集工作，以避免產生稅務合規性的風險。

另一方面，建議企業於適用加計扣除優惠前，先行考量集團整體的功能風險規劃，無形資

產戰略及相關利潤貢獻與配置，並在轉讓定價同期資料（包含 2016 年適用的主體文檔及本地文

檔），高新技術企業資質擁有與否及研發加計扣除優惠適用情況有一致性的揭露，避免享受稅收

優惠的同時被稅局認定有研發功能而被要求較高的利潤率，反致集團稅負的不效率；抑或因為

企業資訊揭露的不一致，衍生集團的轉讓定價查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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