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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市
一

开发的税收筹划

淤组摊拜旗澎巍颧肇

企业技术开发的税收筹划是根据国家鼓励技术开发的各

项税收政策
,

合理安排企业技术开发的组织形式
、

支出额度

及核算方式等有关活动
,

在实现企业技术目标的前提下
,

充

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

实现企业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

企业技术开发涉及的主要税收政策

一 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

企业技术开发费是指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
、

新技术
、

新

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

包括新产品设  
一

卜费
,

工艺规程制定

费
,

设备调整费
,

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验费
,

技术图书资料

费
,

未纳人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
,

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
,

研究设备的折旧
,

与新产品的试制
、

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

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

!
、

企业技术开发费不受 比例限制
,

计入管理费用
。

其

中
,

企业研究机构人 员的工资计人管理费用
,

在年终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
,

按计税工资予以纳税调整
。

∀
、

盈利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

!##∃# 以上 含 %#&∋# , 共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舒%(

支外
、

年终经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
,

可再按其实际发

生额的 )# ∗
,

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

增长未达到 !#∗

以上的
,

不得抵扣
。

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比上年增长到

!# ∗ 以上的
,

其实际发生额的 )# ∗
,

如大于企业当年应纳税

所得额
,

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
,

予以抵扣
,

超

过部分
,

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
。

亏损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

只能按规定据实列支
,

不

实行增长达到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

+
、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
、

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

键设备
、

测试仪器
,

单台价值在 !# 万元以下的
,

可一次或分

次摊人管理费用
,

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
,

不

再提取折旧
。

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

通知》财工字 ,%& &− 〕.! 哥 / 千促进企业技米进步有关

财务税收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税发 〔!&& − 〕 !)∀ 号

东 纳税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

凡由国家财政和上级部

门拨付的部分
,

不得在税前扣除
,

也不得计人拉术开发费实

际增长幅度的基数和计算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

《企业技术开

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国税发 〔!& & &〕.& 号

)
、

财土字 〔!&& − 〕.! 号
、

国税发 臼&邹〕 !)∀ 号
、

国

税发 以& & &〕.& 号规定的盈利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一年实际

煤
,

因此丙公 司属于兼营不同税率项 目的企业
,

需要分别核

算与生产尿素的所用原煤和单独对外销售的原煤有关的进项

税额
,

也需要单独核算尿素的销售收人和原煤的销售收人
,

这样便可以规避因会计核算未分开而不能享受免收增值税政

策的风险
。

同时
,

在这个案例中
,

需要精心筹划并购的方式
,

最为主要的是并购后必须注销甲公 司
,

成立以尿素生产为主

营业务的丙公司
,

这样才能使丙公司享受到国家对尿素产品

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

此外
,

在基干价值链的税收筹划中
,

还需要企业对与 自

身产品有关的产业价值链有深人的认识与理解
,

掌握相关的

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
,

熟悉上下游企业对本企业产品的

影响
、

需求及其变化
,

并了解本企业产品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

这是进行基于价值链税收筹划的基础
,

也是防止盲 目并购的

前提
。

如在本文的案例中
,

煤炭占尿素生产成本的 ∀ ∃ +
,

并

且近年来煤炭价格上涨缩小了尿素生产企业的生存空间
,

同

时
,

原煤生产企业通过并购尿素生产企业可以增加煤炭企业

的深加工能力
,

使得这次并购既节约了税款支 出
,

又扩大了

煤炭生产企业的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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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额增长幅度在 !# ∗ 以上的 含 2# ∗ 加计扣除政策仅适用

于国有
、

集体工业企业及国有
、

集体企业控股并从事工业生

产经营的股份制企业
、

联营企业
。

自∀ ## + 年 %月 % 日起
,

其

适用范 围扩大到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
、

实行查账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各种所有制的土业企业
,

包括从事采矿业
、

制造业
、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企业
。

《关于扩大企业技

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财税 〔∀ # #力 ∀ . .

号

斌 财工字 〔!& & − 〕.! 号
、

国税发 〔!& & − 〕 !) ∀ 号规定
,

盈利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一年实际发生额增长幅度在 !# ∗以

上的 含 !# #∃#
,

加计扣除须经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

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 〔∀ # # . 〕 3∀ 号 中取消 了该

项 目的审批
,

改由纳税人根据上述政策规定 自主 申报扣除
,

主管税务机关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评估
。

二 工业类集团公司的技术开发费

!
、

自 !&& & 年 %月 ! 日起
,

工业类集团公司 以下称集团

公司 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发的实际情况
,

对技术要求高
、

投资数额大
、

由集团公 司统一组织开发的项 目
,

需要向所属

企业集中提取技术开发费的
,

经 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税务机

关审核批准
,

可以集中提取技术开发费
。

∀
、

集团公司所属企业依照 经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税务

机关批准的办法上交的技术开发费
,

出具批准文件和缴款证

明
,

允许税前扣除
,

但不作为计算增长比例的数额
。

+
、

集团公司当年向所属企业提取的技术开发费
,

年终

如有结余
,

原则上应计入集团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
,

缴纳企

业所得税
,

经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税务机关批准结转下年使

用的
,

应相应扣减下一年度技术开发费提取数额
∋

以后年度

不再提取技术开发费的
,

其结余应计入集团公司的应纳税所

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

《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国税发 〔!& & & 〕书 号

三 社会力量资助科研机构
、

高等学校的研究开发经费

!
、

对社会力量
,

包括企业单位 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
、

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
、

个人和个体工商户 下同
,

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
、

新技

术
、

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
,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

定
,

其资助支出可以全额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

当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足抵扣的
,

不得结转抵扣
。

非关联的科

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是指
,

不是资助企业所属或投资的
,

并且

其科研成果不是惟一提供给资助企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

校
。

∀
、

企业 向所属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提供的研究开发

经费资助支出
,

不实行抵扣应纳税所 得额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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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社会 力量资助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是指纳税人通过

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
、

国家机关向科研机构和高等学

校研究开发经费的资助
。

纳税人直接向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

的资助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

财政部
、

国家税 务总局 《关于贯

彻落实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 实

现产业化的决定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以 & & &〕∀1 +

号
、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 国税发 〔∀# # # 〕 ∀. 号

.
、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做好已取消的企业所得税审批

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 5 国税发 〔∀# #+ 〕 1# 号 取消了主

管税务机关对上述第 !项 目的事先审核权限
,

改由纳税 人依

法自主申报扣除
,

主管税务机关加强事后检查
。

二
、

企业技术开发税收筹划的案例分析

案例 !
0

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的筹划
卜

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是企业技术开发环节最重要的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利用该政策进行筹划需要把握三个关

键点
0

一是只有盈利企业才可能享受加计扣除
,

亏损企业只

能据实扣除
。

这里所说的盈利或亏损是指经主管税务机关按

照税收法规规定核实
、

调整后的数额
,

即经税务机关审核确

认的纳税申报表中的数额
,

而不是会计报表反映的盈利或亏

损
。

二是盈利企业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

生额增长达到 !# ∗ 以上 含 !# ∗
。

三是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比上年增长到 !# ∗以上 含 ! 6676 的
,

其加计抵扣的最大额

度是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

超过部分
,

当年和以后年度均

不再抵扣
。

某工业企业内设技术开发中心负责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活

动
。

企业 ∀ # # ) 年度的技术开发费和应纳税所得额及 ∀# #− 年

度预计的技术开发费和未加计扣除前的应纳税所得额如下
0

单位
0

万 元

狐一.##一!##
应纳税所得额

技术开发费

∀ ## − 年

+##

& 5

从上表的数据分析
,

企业 ∀ # # − 年的效益有所下降
,

技

术开发费的额度也相应调低
,

企业技术开发费的增长幅度未

达到 !# ∗
,

不能享受加计扣除的优惠
,

因此
,

企业 ∀ # #− 年预

计税后净利润为 设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 + +∗
0 + ##

8 ! 一

++ ∗ 一 ∀# % 万元 6 若通过增加技术开发的投人
,

使企业

∀# # − 年的技术开发费为 ! !# 万元
,

则企业可享受加计扣除的

优惠
,

加计扣除技术开发费后企业 ∀ ## − 年预计税后净利润

为
0 +# # 一 ∀# 一 + # # 一 ∀ # 一 ! !# 9 ) # ∗ 9 + + ∗ : ∀# )

;

1)

万元
。

同原计划安排相 比
,

增加税后净利润 .
;

1) 万元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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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利用加计扣除政策都能增加企业的税后净利润
。

假设上表其他数据不变
,

∀ # #− 年预计的技术开发费为1# 万元
,

若企业通过增加技术开发支出 .# 万元
,

达到享受加计扣除的

标准
,

则企业 ∀ # #− 年度预计税后净利润为
0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9

)# #∃#
又 ++ ∗ 二 !&∀

;

+) 万元
。

同原计划安排

相比
,

税后净利润减少 歇 −) 万元
,

享受加计扣除优惠反而

降低 了企业的税后净利润
。

一

在不考虑增加技术投入的长期效果的情况下
,

若原计划

的技术开发费支出未达到享受加计扣除的增长幅度
、

是否通

过增加技术开发费支出达到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从而增加企亚

税后净利润取决于因所得税的减少而增加的利润是杏大子因

增加技术开发支出而减少的利润
。

假设企业上年度的技术开

发费为 < = ,

本年度预计的技术开发费为 丁∀, 本年度预计的

未加计抵扣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
,

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

++ ∗
,

则技术开发费筹划的决策程序如下
0

!
、

若 < ?一 < = ∃ < = 李 !# ∗
,

> ≅ #
,

企业符合加计扣除

政策的规定
,

则
0

若 负
9

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0 < ? 9

)# ∗ >, 企业运用加计扣除增

) #∗
9

++ ∗ 二 #
;

! − )丁∀ ∋

若 < ? 9

) # ∗ ≅ >
,

企业运用加计扣除增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二 > 、

+ + ∗ : #
;

+ + )
。

∀
、

若 < ?一<% 必<% 4 !# ∗
,

> ≅ #
,

企业技术开发费的

增长未达到规定的比例
,

若本年度增加技术开发费支出△叭

&;( < ?Α △升<% ∃ 补习 ##∃#
,

企业是否通过增加技术开发费

支出以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

取决于
0

若汀∀Α △ <
、
阳∗

> 一△ <
,

与原计划相比
、

因增加技术井发费支出减少的利响
为△ <

,

因利用加计扣除减少的所得视为体妈态
、乙幼义

)# #∃#
‘ ++ #∃#, 如果 〔△ < Α 丁。Α △ < ” )# ∗= “ 邓∗ 举△乍

,

则可通过增加技术开发费支出以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

相应增

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0

,△ < Α < ?Α △ < ‘ ) #∗% 9 +外
二△< ,

若<
∀Α △<

9 )# ∗ ≅ Β 一八 <
,

与原计划相比
,

因增加技术

开发费支出减少的利润为△ <
,

因利用加计扣除减少的所得

税为 > 义 ++∗
,

如果 > 9 ++ ∗ 》△ <, 则可通过增加技术开

发费支出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

相应增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0

+

哪外
一 △ <

。

上述技术开发费加计抵扣筹划分析中本年度的数据是预

计的
,

强调了技术开发费加计抵扣筹划的事前性
。

企业应通

过对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

技术开发费支出额度进行事前计

划和过程管理
,

分析比较是否利用加计扣除优惠
。

技术开发

费包含的支出项自在前文已指出
,

通过事前计划和过程管理
比较容易达到预定的目标

。

同时
,

利用此方法在计算税后净

利润时还须考虑增加的工资奖金的纳税调整增加额
、

案例之 工业类集 团集中提取技术开发费的筹划

财工字 〔!& & − 〕.! 号强调厂
‘

鼓励企业与其他单位 包括

企业
、

事业单位
、

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进行联合开发
Χ

对技

术要求高
,

投资数额大
,

单个企业难以独立承担的技术开发

项目
,

按照联合攻关
、

费用共摊
、

成果共享的原则
,

报经主

管财税机关批准后
,

可以采取由集团公司集中收取技术开发

费的办法厂 国税发 〔!&& &〕.& 号中关于工业类集团提取技

术开发费的扣除管理的规定也并没有体现国家对工业类集团

集中提取技术开发费的优惠
‘

首先
,

集团公 司所属企业依照

有关批复上交的技术开发费
,

只允许税前扣除
,

但不作为计

算增长比例的数额
∋

其次
,

集团公司当年向所属企业提取的

技术开发费
,

年终如有结余
,

原则上应计入集团公司的应纳

税所得额
,

缴纳企业所得税
,

经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税务机

关批谁结转下年使用时 应相应扣减下一年度技术开发费提

取数额
。

从整个集团来看
,

由集团集中提取使用的技术开发

费只是据实扣降 并没有享受到加计扣除的优惠 那今 结

合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的政策规定
,

技术开发项目是由

集团公司承担还是亩集团下属的工业企业来承担呢 Δ某工业

类集团 Ε 下属工业企业 Φ
、

Γ, ∀ # #) 年度实际发生的及 交# #−

年度预计的技术开发费如下
0

;

Η

单位
0

万元

年度 Ι
Ι Ι 一一

;

牟位

翼一一嘿

为简化分析
,

攀们修定
0

含集团Ε 本部为集团管理机关
,

欲祥
许企业 Φ 增加技术开发费支出 ! ∀# 。方元 当然

,

在管理考

砍工这部夯贪用可作调整, 这样
, ∀ ## − 年集团 Ε 本部的技

术开发费为 6万元
,

伞业 Φ 的技术开发费为 ! 3) #万元
,

ϑ

企亚的技术开发费为叩。万元
,

则整个企业集团利用技术开

发费加计扣除减少的企业所得税为
0 ! 3 )#

9
++ ∗ Α +# 仓、

招 ∗ 二 1# 叭 )以万元, 与集团本部集中提取技术开发费相

比
,

整个集团减少企业所得税 + &− 万元
。

案例熟 企业技木开发组织形式的筹划
Κ

当前
,

企业技术开发可以采取自主开发
、

委托开发
、

联

合并发
、

珍术引进 购买
、

成立技术企业等多种形式
。

由于

我国的科技视收优惠主要以企业为对象
,

如软件企业
、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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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绪
一

缈
∃

兮 弋 纳税筹
盯币Λ 约已。 己八ϑ 6 Μ烈

电路企业
·

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
,

而直接针对技术开发活动

的优惠政策
,

除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外比较少
,

有些政策

在鼓励技术开发方面起逆向调节的作用
。

从税收筹划的角度

来着
,

企业技术开发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三类
0

一是自主开

发
、

委托开发
、

联合开发
,

利用技术开发费据实扣除及加计

抵扣的政策 0 二是技术引进
,

又可分为国内购买和国外购买
,

其中
,

国外购买符合财税字 以 & && 〕妇 + 号规定的
,

可免征

关税和进目环节的增值税
·

国内购买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

提
成立技术企必 利

麟凝蝉
优
秘料

某工业企业下设独立核算的技术开发 中心
,

负责本企业

常规的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和国家划定的高新技术研究
。

该

企亚属于传统制造企业
,

企业整体不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企亚

的标准
。

该中心∀# #− 一 ∀# !# 年常规技术项 目和高新技术项

目的开发费及预计收人情况如下
0

单位
0

万 元

年年度度 ∀# #−−− ∀ ## 111 ∀ # # 333 ∀ # # &&& ∀ # 』###

常常规项目目 ∀ #### ∀∀ ### ∀ )### ∀ 1 ))) + ! ###

高高新项 目目 ) ### ))### − ! ### − 3### 1 ) ###

小小计计 1 # ### 1 1 ### 3− ### & ) ))) ! #−###

常常规项 月月 ∀ . ### ∀− ... +# ### + + + 1 ∀∀∀

高高新项 目目 ### ### ΝΝΝ ∀ ## ### ∀ # # ###

小小计计 ∀ . ### ∀ − ... +# ### ∀ 0玉+ ### ∀ + 1 ∀∀∀

说明
0

常规项 目的收入 比照外部服务的 测算  项 目收

入 为扣除有关成 本费用 但未扣 除开 发费用的净收入
。

为便于分析
,

我们假定
!
企业有足够大的应纳税所得

额使得技术开发费等加计扣除可完全利用  企业适用的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 # ∃ 若该技术中心 %&∋( 年改制成立高

新技术开发区内的法人企业
,

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

税率
,

即减此#缴纳企业所得税
! )改制后技术中心的管理

和利益仍归原企业控制 ∗ 改制不影响企业和技术中心的收

入
、

成本
。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
一是技术开发 中心是否需

要及何时改制成为法人企业 +在不考虑管理控制和协调 问题

的前提下
,

这实际上是在比较加计扣除优惠与高新技术企业

优惠哪一个更有利于企业
。

从表中的数据分析
, %&& , 一 %& &−

年因为高新项 目只有费用
,

没有收入
,

若该期间将技术开发

中心改制
,

高新项 目的研发经费将由改制企业承担
,

且不能

享受加计抵扣优惠
。

二是是否将技术中心 %& &( 年年初改制

并办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

在不改制的情况下
,

%& &(
、 %& .& 年度企业技术开发费

加计扣除增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 /(0 0 1 . & ,& 23 匆# 3 ∀∀ # 一

∀∀ %
4

5− /万元 2 在改制的情况下
,

原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

服务可以委托改制后的技术中心提供
,

按照预计收人收费
,

原企业计人技术开发费
。

改制后
, %& &( 、 % &. & 年度原企业技

术开发费加计抵扣增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 /∀ ∀& 十∀6 %2

7 0 &# 3

∀∀#二 ..0
4

−∀/ 万元2
,

增加的技术开发费降低的税后净利润

为
! /∀∀& 1 ∀6 %一%6 0一 ∀.&2 3 ∀∀# 一 ∀− 4, ./万元 2, 与原企业相

比
,

改制后技术中心享受优惠 .0#的所得税率
,

由干税率卞

降整个企业增加的税后净利润为
! /% ∀∀ & 1 % ∀6% 一(0 0‘. &, &2

3 .−# 二 5 −王 , ,/ 万元 2
,

企业技术中心改制后
, %& & ( 、

%& .&

年度原企业和改制后的技术中心增加的税后净利润总额为
!

..0
4

− ∀一 ∀−
4

, .1 5− ∀
4

, , 8 0 , &
4

− − /万元2
。

从上述计算分析

可以看出
,

若将技术中心改制成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高新

技术企业
,

同不改制相比
,

原企业和改制后的技术开发中心

在 % & & (
、 %& .& 年度可增加税后利润 %%−

4

5& 万元/0, &
4

息−一

∀∀%
。

5 −2
。

上述的比较分析仅建立在 %& & , 一 %&. & 年度数据的基础

上
,

而且做了大量的简化
,

但该类问题的分析思路是通用的
。

在企业经营的现实环境中
,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营预

测
,

更全面地分析问题
,

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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