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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在油气田企业的运用

张波莲

渊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 江苏扬州 225009冤

【摘要】本文对加计扣除政策在油气田企业的实际运用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该政策的运用难点，以期为油气田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具体运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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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

［2008］116号）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扣除进行了规定：
一是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允许再按其

当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50%，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
得额。二是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该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在税前摊销。
一、加计扣除政策在油气田企业的实际运用

1援 油气田企业科技项目的立项。石化集团各油气田企业
的科技部门根据年度集团公司发布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对

技术的需求，研究确定年度科研项目，上报集团公司科技开发

部。科技开发部在年度科技开发预算内，对经审定的项目进行

分解，形成年度科技开发专题计划，经审核后，安排与项目的

可能承担单位进行对接。油气田企业在集团公司下达项目计

划和预算指标内，安排自行立项的项目计划并按规定权限审

批，与项目的承担单位进行对接，计划和预算报科技开发部备

案，完成科技项目的立项。油气田企业各承担研究项目的局处

两级单位编写开题报告（或项目申报书），经科技主管部门按

规定权限审批后，签订合同或下达内部项目任务书。在所有的

科研项目中，对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的研究项目，报地方主管科

技局认定。

2援 研发费用专账管理。由于相关政策明确规定企业必须
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准确归集年度可加计扣除的

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金额，因此油气田企业财务部门

按会计准则的要求设置“研发支出”科目进行核算。为准确填

写“研发支出费用归集表”，按费用发生项目设置明细核算，目

前 ERP系统对科研项目采用定单核算是一个解决专账核算
问题的好办法。

3援 加计扣除研发项目的认定。根据《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当前优先

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7年度）》规定项目的
研究开发活动，对应油气田企业规定的高技术产业为：石油勘

探技术及设备。主要内容包括：山地、沙漠、滩海、浅海和深海

等复杂地区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单点数字检波器技术，多波

多分量地震勘探技术，高性能数控、成像测井技术，特殊水平

井、全过程欠平衡等钻井综合配套技术，地质导向钻井技术及

装备，复杂结构井开发油气藏技术，复杂深井钻井技术及装

备，气体钻井技术及装备，膨胀管技术及装备，凝析油气田、

稠油、超稠油等复合驱工业化应用配套技术及装备。对于上

述领域的各项研究，其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税法允许加计

扣除。

与一般的工业企业相比，油气田企业具有特殊性，如何界

定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在技术、工艺、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

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对本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

列市）相关行业的技术、工艺领先具有推动作用？对此，企业科

研管理部门应通过行业的判断标准、石油行业专家等的鉴定，

组织做好后续的项目评审鉴定工作，为加计扣除政策的运用

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

4援 研发经费（八项内容）的会计核算。符合加计扣除条件
的研发项目发生的下列八项费用可以加计扣除：淤新产品设
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以及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图

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于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
料和动力费用。盂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
奖金、津贴、补贴。榆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或租赁费。虞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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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
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舆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
费。余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需要关注的是，能够加计扣除的费用强调的是“直接发

生”，一些间接费用则不能加计扣除。间接费用包括：间接相关

的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

力费用；非直接从事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和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

形资产，以及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不

能有其他用途，若同时作研发之外的用途，则不能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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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研发活动的房屋的折旧费或租赁费因文件未明确，应不

能加计扣除；办公费、电话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不能加计

扣除。

5援 正确区分资本化与收益化。淤正确划分资本性支出与
费用性支出。购置科研仪器设备、建造房屋建筑物等资本性支

出应记入“在建工程”等科目，不在“研发支出”科目中核算。

“在建工程”资本化后，应区分科研类固定资产与生产类固定

资产，其中科研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应列入相应科技项目的“研

发支出”科目核算。于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开
发阶段项目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转入“无形资产”，不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作为费用性支出处理。

6援 税前扣除的备案要求。加计扣除是一种自主申报形
式，国税发［2008］员16号文件没有规定任何形式的行政许可
或审批，即既不要求到科技部门立项，也未要求任何会计师

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审计或者鉴证，只需要向

主管税务局报送以下项目资料即可：淤自主、委托、合作研究
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
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专业人员名单。盂自主、
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当年研究开发费用发生情况归集表。

榆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
发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虞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
或协议。愚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
资料。

报送备案时需要关注的是，“对委托开发的项目，受托方

应向委托方提供该研发项目的费用支出明细情况，否则，该委

托开发项目的费用支出不得实行加计扣除。”油气田企业目前

很大一部分的项目要依赖各石油专业院校进行研究开发，单

位主管科研项目的相关人员应正确理解新政策，做好加计扣

除备案所需资料的收集工作，加强与受托单位的沟通，取得该

研发项目的费用支出明细，以便于上报主管税务机关。对于外

委研究费用，政策没有明确规定额度，但是有的省国税部门会

有对于委托外部单位研究的技术开发费一般不得超过研发项

目全部费用的比例要求，且对受托方已实际发生的费用，在合

同约定范围内，委托方取得真实、合法凭据的，可计入技术开

发费予以加计扣除。因此，财务人员要关注各地税务主管部门

的征管要求。

二、加计扣除政策在油气田企业运用中的难点

1援 研究机构的生产经营费用与研究费用的合理划分问
题。油气田企业设立的内部研究机构，主要担负着油田正常生

产与科技研究任务，属于相关政策规定的“企业研发机构同时

承担生产经营任务的”方式，要求“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

分开进行核算，准确、合理地计算各项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对

划分不清的，不得实行加计扣除”。由此可见，当前对会计核算

的要求更加严格，油气田企业内部研究机构会计核算正确划

分生产与科研具有较大的难度，对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以及

政策运用水平是个挑战。

2援 科研项目立项问题。
一是项目设立问题。油气田企业年初立项时涉及油田勘

探开发、信息技术、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只有符合加计

扣除规定的科技项目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才能申请加计扣

除。因此，油气田企业所安排立项的研发支出项目，并非都能

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只有符合条件的项目才能加计扣除。对于

人文、社会、政治等纯理论的研究或者是企业产品（服务）的常

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就不能列入

加计扣除的范围。为了更加充分地运用加计扣除政策，科技部

门在安排年度研发项目时要充分考虑税收政策，尽量安排石

油勘探技术及设备方面的研究。

二是科研项目预算问题。科研项目立项资金预算编制一

直是困扰科技部门与财务部门的一个问题，总部下达的年度

科技开发费用要求专项用于与完成项目任务有关的设备购置

费、设计费、安装费、修缮费、材料费、燃料动力费、会议费、差

旅费、测试加工费、文献出版费、折旧费、人员费、外事及出国

费、外协研究费、咨询费、专利费、学会会费等直接和间接支

出。事实上，实际使用中仅是花费在了物料、差旅、、外委等费

用上，对固定费用如折旧、人工均未考虑，因此在上报科技部

门认定的项目设计书要求的预算中，预计的人工费用、折旧费

用缺少科学依据，与实际会计核算存在较大差异。

3援 研究项目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加计扣除问题。对于研
究项目形成的无形资产，目前 ERP系统中没有特殊的标识，
其摊销额如果要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则需要跟踪研究项目的

费用归集去向，财务相关人员要配合收集税法规定的备案资

料，具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油气田企业无形资产摊销一般

按5年摊销，而基于“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该无形
资产成本的 150%在税前摊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摊销年限
不得低于 10年”条款，按 5年计算摊销，则不能享受加计扣除
政策。

4援 勘探支出的现场实验费的计算归集问题。加计扣除政
策在油气田企业的实际运用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勘探支出的

现场实验费无法归集，以至于申报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

明细中，此项目数额很小甚至为零。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使加计扣除政策在油气田企业能够充分运

用、提升整体经济效益，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应统揽全局，加强

各主管部门之间的衔接和沟通。科技主管部门应对科技项目

的立项从源头把好关，将每年的科研费用运用到石油勘探技

术研究与应用上。财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研究政策，从有利于

加计扣除操作角度出发，在会计核算和财务报表体系上统一

核算政策和各种报备账表。集团公司层面应加强与国家税务

总局的沟通，同时对政策的执行效果加强检查和考核，通过加

强实务培训，使相关人员对政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更好的

运用。通过上下努力，合法合规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切实

提高集团公司整体经济效益。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