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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

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

的举措，深入开展 2021 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方便企业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 2021 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问题 

（一）企业 10 月份预缴申报第 3 季度（按季预缴）或 9 月份（按月预缴）

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主选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对 10 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可以在 2022 年办理 2021 年度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二）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采取“真实发生、自行判别、申报享

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由企业依据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支出，自

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

报表（A类）》享受税收优惠，并根据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情况（前三

季度）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与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一并留存备查。 

【讲解：本条有哪些政策变化？——今年 10月份预缴申报时，企业可择提

前享受前三季度研发加扣，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号第二条规定

企业可享受上半年研发加扣——因此，按本条执行，10 月份预缴申报可多享受

第三季度的加扣。】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9555.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8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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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如果今年 10月份申报期没有享受研发加扣，以后还可以享受吗？

——可在明年 5月底前办理汇缴时享受】 

【讲解：10 月份，研发加扣，如何申报？—— 

（1）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 

（2）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与其他资料一

并留存备查——NOT 报送】 

二、关于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的问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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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97 号公告）发布的研发支出辅助账和研发

支出辅助账汇总表样式（以下简称 2015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继续有效。另

增设简化版研发支出辅助账和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样式（以下简称 2021 版研

发支出辅助账样式），具体样式及填写说明见附件。 

【讲解：2021 版研发辅助账，与 2015 版相比，有哪些变化？——三大变化： 

（1）简并辅助账数量——2015 版，共“4张辅助账+1张汇总表”——2021

版，共“1 张辅助账＋1 张汇总表”，将原自主研发、委托研发、合作研发、集

中研发等 4 类辅助账合并为一张； 

（2）精简填报信息——2015 版，要求填写人员人工等六大类费用的各项明

细信息，并要求填报借、贷等信息——2021 版，仅要求填写人员人工等六大类

费用合计，不再填写具体明细，同时删除了其他会计信息； 

（3）优化操作口径——2021 版，充分考虑了税收政策的调整，增加了委托

境外研发的相关列次，对其他相关费用限额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调整，增加填写口

径的详细说明】 

（二）企业按照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时，可以自主选择使用 2015 版研发支

出辅助账样式，或者 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也可以参照上述样式自行设

计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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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行设计的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应当包括 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

式所列数据项，且逻辑关系一致，能准确归集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讲解：究竟选用哪一版辅助账？——从政策衔接的角度，2021 版，更具

优势——当然，也可参照 2021 版，自行设计，以更适用】 

三、关于其他相关费用限额计算的问题 

（一）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开展多项研发活动的，由原来按照每一研

发项目分别计算“其他相关费用”限额，改为统一计算全部研发项目“其他相关

费用”限额。 

企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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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项“允许

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第 6目规定的“其他相关费用”的限额，其中资本化项目

发生的费用在形成无形资产的年度统一纳入计算： 

全部研发项目的其他相关费用限额=全部研发项目的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之

和×10％/(1-10%) 

“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是指财税〔2015〕119号文件第一条第（一）项“允

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第 1目至第 5目费用，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

入费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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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其他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数小于限额时，按实际发生数计算税前

加计扣除额；当“其他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数大于限额时，按限额计算税前加计

扣除额。 

【讲解：其他相关费用限额计算，有哪些变化？——从按不同研发项目，分

别计算各自限额，调整为按全部项目统一计算。 

例：某公司 2021 年度有 A和 B两个研发项目。项目 A 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

之和为 90 万元，其他相关费用为 12 万元；项目 B 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之和为

100 万元，其他相关费用为 8 万元。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84.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84.html


 4 / 9 
 

计算：其他相关费用限额=(90＋100)*10%/(1-10%)=21.11 万元，可加计扣

除的其他相关费用=12＋8=20万元，小于限额，可全额扣除】 

【思考：“其中资本化项目发生的费用在形成无形资产的年度统一纳入计

算”，如何理解？ 

——资本化项目的“其他相关费用”相对较多，在形成无形资产的年度统一

计算限额，较为合理？】 

四、执行时间 

本公告第一条适用于 2021 年度，其他条款适用于 2021 年及以后年度。97

号公告第二条第（三）项“其他相关费用的归集与限额计算”的规定同时废止。 

【思考：“本公告第一条适用于 2021 年度”，如何理解？—— 

（1）2021 年——10月份预缴申报时——享受前三季度研发加扣 

（2）2022 年及以后年度——10月份预缴申报时——仍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第二条规定，享受上半年研发加扣？】 

 

特此公告。 

 

附件：1.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 

   2.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样式） 

国家税务总局 

2021年 9月 13日 

【讲解：填写《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要注意哪些？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70.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70.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826.html
http://ssfb86.com/index/News/detail/newsid/8826.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9007/5169007/files/2021%E7%89%88%E7%A0%94%E5%8F%91%E6%94%AF%E5%87%BA%E8%BE%85%E5%8A%A9%E8%B4%A6(%E6%A0%B7%E5%BC%8F).xls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9007/5169007/files/2021%E7%89%88%E7%A0%94%E5%8F%91%E6%94%AF%E5%87%BA%E8%BE%85%E5%8A%A9%E8%B4%A6%E6%B1%87%E6%80%BB%E8%A1%A8(%E6%A0%B7%E5%BC%8F).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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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辅助账设置——按项目设置——单个项目涉及多种研发形式的，只

需建立一套辅助账。如：某一项目，其一部分采取自主研发形式，另一部分采

取委托研发形式，不必分别设置自主研发和委托研发两套辅助账，统一在一套

辅助账中归集。 

第二，归集范围——已按会计制度进行处理，且属于税前加扣范围的研发

费用——NOT 其他合理支出。 

第三，具体栏目—— 

（1）项目编号——企业可自行编号，并填写； 

（2）项目名称——根据企业研发项目计划书或立项决议文件等填写 

（3）完成情况——两种： “未结束”或“已结束”——对于研发失败的

项目，填写“已结束”。 

（4）支出类型——两种：“费用化”或“资本化”——其中：“费用

化”在发生年度一次性扣除——“资本化”是指相关研发支出计入无形资产的

成本，待其研发成功后，从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通过分期摊销的方式跨年

度扣除。 

注意两点： 

A、对单个研发项目，涉及费用化和资本化两个阶段的——应当按照费用

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分别设置辅助账。具体操作方法： 

（A）费用化阶段——支出类型填写“费用化”，按规定设置辅助账。 

（B）资本化阶段——费用化辅助账完成情况选择“已结束”；同时对该

项目新设辅助账，将支出类型选择为“资本化” 

B、支出类型为“资本化”的跨年度研发项目——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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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仅设置一套辅助账——在形成无形资产年度再将相关数据填写汇

总表——即：未形成无形资产年度，不设账、不汇总、不加扣； 

（B）每年新设辅助账的——可在辅助账中自行新增“期初余额”行次，

实现每个年度资本化金额的结转，在形成无形资产年度再将相关数据填写到汇

总表——即：每年虽设账，并填写，但不汇总、不加扣。 

（5）凭证信息中有关日期、种类、号数、摘要等信息——按每一张可加

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会计凭证信息填写——采用会计电算化的，导出明细数

据，视同相关凭证信息，不再重复填写。 

（6）费用明细（税法规定）——对于同一凭证涉及多个研发项目的费

用，按合理方法在不同研发项目之间分配后填写——分配方法，由企业确定。 

（A）人员人工费用——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薪、五险一金（NOT 工

资三费），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其中，对于研发人员的股权激励

支出，如在税前扣除的当年，该人员仍从事研发工作，则可将可加计扣除的金

额填入本栏次；该人员不再从事研发活动的，对其应归属于研发费用的部分不

再填写本表，直接填入《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其中：其他事项”

行“人员人工费用”列。 

（B）直接投入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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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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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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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NOT房屋折旧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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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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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新产品设计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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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其他相关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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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教育经费、工会经费）——

提示：其他相关费用，在此暂据实填写；在所有研发项目汇总时，再按 10%计

算扣除限额。 

（G）委托研发费用——填写委托方实际支付给受托方的金额——对于研

发项目仅涉及委托研发一种研发形式的，其他栏次无需填写——提示：委托研

发支出，在此暂不分委托境内、委托境外，也不计算扣除比例和限额（在汇总

表中计算） 

第四，表间关系——所属期间的费用化项目、已结束（NOT 未结束）的资

本化项目的辅助账，按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完成情况、支出类型等表头信息

和表中“合计金额”行的相关栏次金额填至《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

中】 

 

【讲解：填写《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要注意哪些？ 

第一，填写范围——本表，根据所属期间的费用化、已结束（NOT未结

束）的资本化项目的《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中有关栏次填写、计算。 

第二，有关栏目——从《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导入数据后，先填列

次，再填行次： 

1、列次——按以下顺序填写： 

（1）第 6 列“前五项小计” 

（2）第 7.2 列“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按以下规则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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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金额合计”行（各项目合计，NOT 分项计算）——第 7.2 列“经限额

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根据第 7.1 列“其他相关费用合计”合计数与第 6 列

“前五项小计”合计数×10％/(1-10％)孰小值填写。 

B、除费用化项目以外的其他行：第 7.2 列=（“金额合计”行第 7.2 列÷

“金额合计”行第 7.1 列）×相应行第 7.1 列——主要是将允许加计扣除的其

他相关费用分摊至每一资本化项目，以便其以后年度采取摊销方式加计扣除。 

（2）第 8.2 列=第 8.1 列“允许加计扣除的委托境内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

活动所发生的费用”×80%。 

（3）第 8.4 列“经限额调整后的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以下原则填写： 

A、“金额合计”行（各项目合计，NOT 分项计算）——第 8.4 列“经限额

调整后的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根据（第 6 列“前五项小

计”+第 7.2 列“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第 8.2 列“允许加计扣除的

委托境内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2/3 与第 8.3 列“委托

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80%的孰小值填写。 

B、除费用化项目以外的其他行：第 8.4 列“经限额调整后的委托境外机

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金额合计”行第 8.4 列“经限额调整后

的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金额合计”行第 8.3 列“委

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相应行第 8.3 列“委托境外机构

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主要是将允许加计扣除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分摊至每一资本化项目，以便其以后年度采取摊销方式加计扣除。 

（4）“允许加计扣除金额合计”列=第 6列“前五项小计”+第 7.2 列

“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第 8.2 列“允许加计扣除的委托境内机构

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第 8.4 列“经限额调整后的委托境外机

构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2、行次——按以下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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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其他事项”行次——填写符合加扣条件，但不能归集到具

体项目的支出（提示：税收漏点），例如：接受股权激励的研发人员，在税前

扣除当年不再从事研发活动的，将股权激励支出直接填入“其中：其他事项”

行次 

（2）“费用化金额小计”行：汇总填写所属期间费用化项目及“其中：

其他事项”行的合计金额。 

（3）“资本化金额小计”行：汇总填写所属期间已结束的资本化项目的

合计金额。 

（4）“金额合计”行 =“资本化金额小计”行+“费用化金额小计”行。 

第三，表间关系—— 

申报加扣时，将本表“金额合计”行全部栏次、“资本化金额小计”行及

“费用化金额小计”行对应的“允许加计扣除金额合计”栏次，分别填写至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第 41行“（一）本年费用化金

额”、第 42行“（二）本年资本化金额”——思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明细表》（A107012）第 2 行至第 39行，是否不再填列，还是仍需再根据

《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进行逐行填写？】 

 

 

【文档下载】 

【原创作品，请予保护】 

【交流：1392 1915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