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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我省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财政对科技的投入逐年增加，越来
越多的科技企业、科技项目（课题）得到了财政科技经费的资助。已形成
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和创业投资机构及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层
次、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格局，有力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
化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技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科技经费管理和使用的责任主体，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须高度重视科技专项经费的管理工作。但在科技计划项
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没有进行单独核算、会计科目的选择和运用欠规
范、部份会计核算科目与预算支出科目缺乏有机衔接、预算与执行结果不
一致等问题。

针对目前科技项目（课题）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要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科技项目（课题）会计核算管理体系，规范科技项目（课题）承担单
位的财务核算方法和项目（课题）组的财务行为，加强经费监管工作。为
此，编者依据相关行业的会计准则、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等国家有关财经
法规制度以及四川省有关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规定，编辑了《四川省科技
厅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会计核算指引》，旨在为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的会
计人员如何了解和掌握科技项目（课题）经费核算的原则和会计核算的方
法，规范专项经费独立核算的方式和独立核算应使用的会计科目、核算方
法、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的处理、账务设置、规范承诺配套经费的确认、
计量、处理方法等，以及如何运用会计核算科目与项目（课题）预算科目
的衔接方式提供帮助，以达到规范项目（课题）经费核算，满足科研项目
（课题）预算管理要求的目的。

本指引的内容分为科技项目（课题）经费核算的范围、科技项目资金
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的职责、项目
（课题）资金使用开支范围、项目（课题）的预算执行、相关行业科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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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课题）经费会计核算等部份。同时，还收录了部份有关科技项目（课
题）核算、税收等方面的法规，以利有关人员查阅方便。

鉴于目前尚有部分行业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正在修订中，待其正式
颁布实施后，编者将按颁布的制度修订指引的相关内容。本指引中涉及科
技项目（课题）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与准则、制度或具体的科研经费管理
管理办法冲突，应按其规定执行。

感谢给予本指引提供宝贵意见的省财政厅会计处、教科文处，省审计
厅相关处室，部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专家不吝
赐教。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对书中的疏误之处，恳请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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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目（课题）的财务管
理，规范补助项目（课题）经费会计核算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四川省有关科技计划和
经费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南。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凡获得四川省科
技项目（课题）经费补助的单位，都应按此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条根据项目（课题）的特点，专项经费一般采取无偿补助、贷
款贴息、偿还性补助、风险投资等方式。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
目（课题）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

１、省财政厅拨入的科技专项经费。
２、各市、县财政按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约定安排的项目配

套资金。
３、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单位自筹资金。
４、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通过银行贷款进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借贷资金等。
５、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其他来源用于科技项目（课题）的资金。
第三条按照各种计划类别的资金用途、开支范围等特点，按照财政

科技经费补助方式，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获得的省级财政科技拨款主要
分为一次性拨付、分期拨付和事后补助（包括以奖代补）等三种类别。

１、一次性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拨付后项目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
发费用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省级农业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省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科技创新团队等。

２、分期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待项目（课题）中期检查或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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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后再拨付后期经费，拨款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发费用
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课题）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省级科技富民专项行
动项目等分期补助项目、科技创新团队培养等。

３、事后补助类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研发资金先行投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项目，在项目（课题）实施完成并经过申请考核后，按一定比例
一次性拨款的财政补助经费。主要项目（课题）类型有重大科技专项、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２）根据绩效考评结果给予以奖代补或择优进行补助的财政经费。主
要项目类型有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创新型示范试点企业补助、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

４、科技部项目（课题）、国家项目（课题）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可比照
分期拨付类项目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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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项目资金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

第四条我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其性质可划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会计核算方式可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社会团体参照民间非盈
利组织核算方式。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核算管理规范，企业科研项目（课题）会计核算一
般可分为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６版）、行业会计制度和两种方式。考虑到目
前有部份企业未按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仍然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因
此“指引”明确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资金核算的会计处理
的具体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应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按项
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
专项资金）；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其他
应付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
金，核算参照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方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项目
（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递延收益”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
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专项资金），事后补
助类应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第五条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在使用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时，应严
格按《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约定的支出内容、预算安排支出。

第六条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课题）经费支出应由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制度或准则要求，在二级会计科目下合理设置三级
项目预算科目，对科研经费进行单独归集核算，并与本单位的其他正常生
产经营成本费用或其他项目支出合理区分。

第七条对课题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应分别单独核算；同一单位在同
一项目中交叉参加多个课题的应分别按各课题单独核算，严禁将多个课题
进行“混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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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
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严禁贪污、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科技项目（课题）专项
资金，更不得将其用于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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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承担单位和项目 （课题）
合作单位的职责

第九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
应当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项目
（课题）预算调整审批程序，按时提出财务验收申请，配合做好财务审计、
财务验收等工作，及时按规定办理财务结账手续，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障科研、财务、行政等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实施的全面支撑，积极推
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对项目（课题）的开放共享。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项目（课
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一般由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
家有权进行调配。企业使用项目（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
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强化间接费用的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合理统筹安排绩效支出，提升科研人员工作绩效水平。

第十一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按预算核拨项目（课题）
合作单位经费，根据各合作单位承担的研究任务和专项经费、自筹经费的
预算额度签订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的分解协议，并加强对外拨经费的监督
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不得层层转拨、变
相转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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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 （课题） 资金使用开支范围

第十二条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课题）经费由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包括研究、中间试验
试制等阶段）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开支范围包括：

１ ．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
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专项经费要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

２ ．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
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３ ．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
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
用。

４ ．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
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５ ．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
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
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６ ． 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或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７ ．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
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
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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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９ ．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

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
费用。

１０ ．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
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

咨询专家 咨询方式 标准（元）
具有或相当于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人员

会议咨询５００ － ８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３００ － ４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６０ － １００ （人／个项目（课题））

其他人员 会议咨询３００ － ５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４０ － ８０ （人／次项目（课题））

１１ ． 项目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
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
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
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
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国家项目间接费用核定标准请按照国家规
定执行）：

５０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２０％；
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３％；
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０％。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５％。
第十三条其他政策性引导类科技计划资金
（一）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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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应当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支
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示范推广、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项目专项
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或购买专利，进行消化吸收、生产工艺流程改造、技术的适用性改
进和集成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示范应用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示范所需购买
或改造小型仪器设备、低值易耗品以及租用示范场地等发生的费用。

３、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科技人员对项目进行技术
指导、咨询、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４、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所发生
的资料费、讲课费、场所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区域试验与示范费：指由于进行动植物新品种（品系）区域试验

及示范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２、中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费：指由于进行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中

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３、设备仪器购置费：指因开发本产品而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的总

额。
４、培训费：指为推广本项目产品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所发生的费用。
５、业务费及业务管理费：指单位开展本项目的一些零星支出及项目

的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条件和服务而提取的少量补偿费。
（三）科技惠民计划
科技惠民计划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和集成示范直接相关费用的补助支出，专项经费开支范围：
１、技术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流程、新工

艺，或购买专利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开发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有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生

产工艺流程改进、技术的适用性改进和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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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应用示范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转化应用、综
合集成和示范等发生的费用。

４、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对项目进行
技术指导、咨询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５、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发生的
资料费、专家讲课费、场地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四）早期扶持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以下简称“早期

扶持资金”）是指为鼓励科技创新，增强早期技术创新和早期成果转化的
抗风险能力，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门扶持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
有关早期创新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

（五）创投补助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创投补助资金），

是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投资及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
开展投融资服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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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偿补助性项目 （课题） 的预算执行

第十四条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
行。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课题）预
算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核批：

１、项目预算总额，课题间预算调整，应按程序报省科技厅审核，省
财政厅批准。

２、项目总预算不变、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之间以及增加或减少项
目（课题）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应当由项目负责人协助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按原程序报省科技厅批准。

３、项目（课题）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材料费、测试化
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支
出预算如需调整，项目（课题）组和项目（课题）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
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审批，科技厅在
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设备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可按上述
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他方面支出。间接费用不得调整。

第十六条项目（课题）结存结余经费的管理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项目（课题）结存经费是指未完成项目（课
题）年度经费预算减去年度实际支出后的余额，项目（课题）在研期间，
结存经费应当留由课题承担单位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课题结余
经费是指课题结束或因故终止时，课题经费总预算减去实际总支出后的余
额，因故终止课题结余经费还应当包括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
的变价收入。课题结余经费应当按原渠道收回科技部或相关主管部门，由
科技厅或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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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政单位项目 （课题） 经费的核算

第十七条行政单位收到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的会计核算
１、项目（课题）专项经费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达预算指标

的，应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
分类”项级科目设明细账核算财政拨款；同时在“项目支出“明细科目下
按照具体项目（课题）进行明细核算；收到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录
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项目（课

题）
例１：某机关收到财政预算下达四川省软科学计划“ＸＸ产业发展的

科技支撑机制研究”课题１项。课题实施周期二年，经费１０万元。申请
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录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ＸＸ产业

发展的科技支撑机制研究 １０万元
２、项目（课题）单位收到非财政集中支付形式的财政资金拨款和从

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或单位取得的、具有指定用途、项目（课题）完成后
需要报送有关项目（课题）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书面报告的资金所对
应的项目（课题）。拨入项目（课题）资金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贷：拨入经费－省科技厅拨款－ × ×项目（课题）

例２：某机关收到省科技厅拨入四川省软科学计划“ＸＸＸ”课题１项。
课题实施周期二年，经费１０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１０万元
贷：拨入经费－科技厅拨款－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研究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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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第十八条行政单位发生项目（课题）或课题经费支出时的会计核算
１、行政单位对项目（课题）经费的支出核算在“经费支出”科目下

进行项目（课题）支出费用的归集，本科目应按“项目支出”设置二级明
细科目；为保证项目（课题）预算支出科目和会计核算科目的相互衔接，
应“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支出经
济分类”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并按《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和预算支出科目的“目”、“节”级支出科目设置明细
账；同时在“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具体项目（课题）进行明细
核算，保证项目（课题）经费预算和会计核算结果的一致性。

２、项目（课题）发生支出时，会计分录为：
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财政补助收入－支出功能项级科目（直接支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款级科目（授权支付）
银行存款或现金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３：“ＸＸ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机制研究”课题采用授权支付方式支

付科技文献查新及文献检索费用０３万元、报销外出调研差旅费０８万
元、会议费１２万元、专家咨询费０６万元、临聘技术人员劳务费０６万
元、学术论文发表版面费０２万元、课题资料印刷费０５万元，各经济事
项的会计分录分别为：

（１）支付科技文献查新及文献检索费用
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委托业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

产权事务费 ０３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３万元

（２）支付学术论文发表版面费
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委托业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

产权事务费 ０２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３万元

（３）支付学术会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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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会议费－会议费 １２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１２万元

（４）支付临聘技术人员劳务费
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劳务费－劳务费 ０６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６万元
（５）支付课题资料印刷费
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印刷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 ０５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５万元

例４：“ＸＸ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机制、ＸＸ研究”课题采用授权支付
方式支付购置笔记本电脑１台，货款１２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办公设备购置费－设备
费 １２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１２万元

非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５：“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研究”课题组报销外出调研差旅

费０８万元、召开学术会议支付专家咨询费０６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经费支出－项目项支出－差旅费－差旅费 ０８万元

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咨询费－专家咨询费 ０６万元
贷：现金 １４万元

３、若为购置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需同时做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一般设备－办公设备

贷：固定基金
第十九条行政单位在年末财务决算时的会计核算，会计分录为：
借：财政补助收入－省科技厅拨款－ × ×项目（课题）

贷：经费支出－项目支出－ ×明细科目－ × ×项目（课题）
结余－科技厅拨款结余－ × ×项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存专项资金直接转入“结余－科技厅拨款结余－ ×
×项目（课题）”，该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在研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经
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

—５１—



第二十条项目（课题）验收及结余经费的会计核算
项目（课题）完成验收后，如有结余资金（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

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收回原渠道，并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结余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规定缴回原拨款渠道时，会计分录为：
借：结余－省科技厅拨款结余－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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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相关法规、 制度汇编

财政部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国家产品研发专项资金或拨款会计处理问题的请示”收

悉，就来函所述情况，经研究，答复如下：
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

金，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拨款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产部分，从
“专项应付款”科目转入资本公积；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分，经批准冲
减专项应付款。

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产品研究开发专项资金或拨款，应先通过“专项
应付款”科目核算，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指定的研发产品活动所发
生的费用，应按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产成
本”中单列项目核算。待研发成功后，如将研发成果交给国家，并经批准
核销专项应付款的，按应核销金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
产成本”科目；如研发成果留给你公司的，除将发生的费用从“生产成
本”科目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外，还应同时将专项应付款转入资本公
积。如研发的项目将形成固定资产的，则应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
发生的费用，待项目完成结转固定资产或经批准核销时，再按上述原则进
行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
二ＯＯ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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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专项拨款的会计处理解答

“２２个问题解答”与《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中注协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公告第１号）对于专项
拨款的会计处理规定了同样的原则，即应当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相关账务处理具体如下：

（１）拨款项目的相关研发费用的处理
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技

术研究等，在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所指定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实际发生时，应按与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
产成本”科目下单列项目核算。如能确定有关支出最终将形成固定资产，
则应在“在建工程”科目下单列项目归集所发生的费用。

（２）拨款项目完工后的处理
待有关拨款项目完工后，对于形成固定资产并按规定留给企业的，应

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同时，
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形成产品并按规定将产品留归
企业的，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
目，同时，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未形成资产，需核
销的拨款部分，报经批准后，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
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形成的资产按规定应上交国家的，借记“专
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规定应上交
结余的专项拨款，应在上交时，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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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２）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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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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税
前扣除及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６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的居
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
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
务），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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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常
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
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第四条企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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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实际发生的下列
费用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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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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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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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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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八）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第五条对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合作各

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六条对企业委托给外单位进行开发的研发费用，凡符合上述条件

的，由委托方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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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企业根据财务会计核算和研发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发生的研

发费用进行收益化或资本化处理的，可按下述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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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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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允许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均不允许计入研究开发费用。
第九条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

营任务的，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准确、合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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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企业必须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同时必须按照本办
法附表的规定项目，准确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
际发生金额。企业应于年度汇算清缴所得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
办法规定的相应资料。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真实或者资料不齐全的，不
得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申报的结果进行
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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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开发项
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第十一条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如下资料：

（一）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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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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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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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六）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第十二条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在年度中间预缴所得税时，

允许据实计算扣除，在年度终了进行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十三条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
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第十四条企业研究开发费各项目的实际发生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
计算不准确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加计扣除额。

第十五条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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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由集团公司进行集中开发的研究开发项目，其实
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以按照合理的分摊方法在受益集团成员公司间进
行分摊。

第十六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应提供集
中研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该协议或合同应明确规定参与各方在该研
究开发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费用分摊方法等内容。如不提供协议或合
同，研究开发费不得加计扣除。

第十七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集中研究
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应当按照权利和义务、费用支出和收益

—２２—



分享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分摊方法。
第十八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母公司负

责编制集中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书、研究开发费用预算表、决算表和决算
分摊表。

第十九条税企双方对企业集团集中研究开发费的分摊方法和金额有
争议的，如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设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的，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企业
集团成员公司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企业按照省税
务机关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

第二十条本办法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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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１〕７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
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通知如下：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
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

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
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
理后，在５年（６０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
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
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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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业单位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目（课题）的财务管
理，规范补助项目（课题）经费会计核算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四川省有关科技计划和
经费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南。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凡获得四川省科
技项目（课题）经费补助的单位，都应按此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条根据项目（课题）的特点，专项经费一般采取无偿补助、贷
款贴息、偿还性补助、风险投资等方式。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
目（课题）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

１、省财政厅拨入的科技专项经费。
２、各市、县财政按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约定安排的项目配

套资金。
３、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单位自筹资金。
４、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通过银行贷款进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借贷资金等。
５、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其他来源用于科技项目（课题）的资金。
第三条按照各种计划类别的资金用途、开支范围等特点，按照财政

科技经费补助方式，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获得的省级财政科技拨款主要
分为一次性拨付、分期拨付和事后补助（包括以奖代补）等三种类别。

１、一次性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拨付后项目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
发费用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省级农业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省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科技创新团队等。

２、分期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待项目（课题）中期检查或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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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后再拨付后期经费，拨款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发费用
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课题）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省级科技富民专项行
动项目等分期补助项目、科技创新团队培养等。

３、事后补助类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研发资金先行投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项目，在项目（课题）实施完成并经过申请考核后，按一定比例
一次性拨款的财政补助经费。主要项目（课题）类型有重大科技专项、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２）根据绩效考评结果给予以奖代补或择优进行补助的财政经费。主
要项目类型有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创新型示范试点企业补助、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

４、科技部项目（课题）、国家项目（课题）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可比照
分期拨付类项目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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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项目资金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

第四条我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其性质可划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会计核算方式可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社会团体参照民间非盈
利组织核算方式。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核算管理规范，企业科研项目（课题）会计核算一
般可分为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６版）、行业会计制度和两种方式。考虑到目
前有部份企业未按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仍然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因
此“指引”明确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资金核算的会计处理
的具体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应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按项
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
专项资金）；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其他
应付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
金，核算参照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方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项目
（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递延收益”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
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专项资金），事后补
助类应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第五条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在使用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时，应严
格按《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约定的支出内容、预算安排支出。

第六条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课题）经费支出应由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制度或准则要求，在二级会计科目下合理设置三级
项目预算科目，对科研经费进行单独归集核算，并与本单位的其他正常生
产经营成本费用或其他项目支出合理区分。

第七条对课题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应分别单独核算；同一单位在同
一项目中交叉参加多个课题的应分别按各课题单独核算，严禁将多个课题
进行“混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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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
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严禁贪污、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科技项目（课题）专项
资金，更不得将其用于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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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承担单位和项目 （课题）
合作单位的职责

第九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
应当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项目
（课题）预算调整审批程序，按时提出财务验收申请，配合做好财务审计、
财务验收等工作，及时按规定办理财务结账手续，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障科研、财务、行政等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实施的全面支撑，积极推
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对项目（课题）的开放共享。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项目（课
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一般由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
家有权进行调配。企业使用项目（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
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强化间接费用的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合理统筹安排绩效支出，提升科研人员工作绩效水平。

第十一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按预算核拨项目（课题）
合作单位经费，根据各合作单位承担的研究任务和专项经费、自筹经费的
预算额度签订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的分解协议，并加强对外拨经费的监督
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不得层层转拨、变
相转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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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 （课题） 资金使用开支范围

第十二条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课题）经费由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包括研究、中间试验
试制等阶段）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开支范围包括：

１ ．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
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专项经费要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

２ ．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
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３ ．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
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
用。

４ ．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
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５ ．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
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
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６ ． 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或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７ ．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
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
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

—２３—



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９ ．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

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
费用。

１０ ．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
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

咨询专家 咨询方式 标准（元）
具有或相当于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人员

会议咨询５００ － ８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３００ － ４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６０ － １００ （人／个项目（课题））

其他人员 会议咨询３００ － ５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４０ － ８０ （人／次项目（课题））

１１ ． 项目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
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
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
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
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国家项目间接费用核定标准请按照国家规
定执行）：

５０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２０％；
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３％；
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０％。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５％。
第十三条其他政策性引导类科技计划资金
（一）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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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应当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支
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示范推广、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项目专项
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或购买专利，进行消化吸收、生产工艺流程改造、技术的适用性改
进和集成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示范应用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示范所需购买
或改造小型仪器设备、低值易耗品以及租用示范场地等发生的费用。

３、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科技人员对项目进行技术
指导、咨询、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４、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所发生
的资料费、讲课费、场所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区域试验与示范费：指由于进行动植物新品种（品系）区域试验

及示范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２、中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费：指由于进行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中

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３、设备仪器购置费：指因开发本产品而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的总

额。
４、培训费：指为推广本项目产品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所发生的费用。
５、业务费及业务管理费：指单位开展本项目的一些零星支出及项目

的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条件和服务而提取的少量补偿费。
（三）科技惠民计划
科技惠民计划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和集成示范直接相关费用的补助支出，专项经费开支范围：
１、技术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流程、新工

艺，或购买专利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开发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有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生

产工艺流程改进、技术的适用性改进和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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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应用示范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转化应用、综
合集成和示范等发生的费用。

４、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对项目进行
技术指导、咨询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５、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发生的
资料费、专家讲课费、场地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四）早期扶持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以下简称“早期

扶持资金”）是指为鼓励科技创新，增强早期技术创新和早期成果转化的
抗风险能力，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门扶持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
有关早期创新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

（五）创投补助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创投补助资金），

是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投资及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
开展投融资服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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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偿补助性项目 （课题） 的预算执行

第十四条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
行。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课题）预
算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核批：

１、项目预算总额，课题间预算调整，应按程序报省科技厅审核，省
财政厅批准。

２、项目总预算不变、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之间以及增加或减少项
目（课题）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应当由项目负责人协助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按原程序报省科技厅批准。

３、项目（课题）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材料费、测试化
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支
出预算如需调整，项目（课题）组和项目（课题）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
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审批，科技厅在
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设备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可按上述
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他方面支出。间接费用不得调整。

第十六条项目（课题）结存结余经费的管理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项目（课题）结存经费是指未完成项目（课
题）年度经费预算减去年度实际支出后的余额，项目（课题）在研期间，
结存经费应当留由课题承担单位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课题结余
经费是指课题结束或因故终止时，课题经费总预算减去实际总支出后的余
额，因故终止课题结余经费还应当包括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
的变价收入。课题结余经费应当按原渠道收回科技部或相关主管部门，由
科技厅或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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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单位项目 （课题） 经费的核算

第十七条收到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的会计核算
１、项目（课题）专项经费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达预算指标

的，应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下设置“项目支出“明细科目；在“项目
支出”明细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设明细账核算财政拨款；同时在“项目支出“明细科目下按照具体项目
（课题）进行明细核算；申请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录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 ×项目

（课题）
例１：某事业单位收到财政预算下达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ＸＸ监测

预警方法研究及推广示范”课题１项。课题实施周期二年，经费３０万元，
其中设备购置费５万元（设备购置属于集中支付）。申请零余额用款额度
时，会计分录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２５万元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ＸＸ监测

预警方法研究示范 ２５万元
２、项目（课题）单位收到非财政集中支付形式的财政资金拨款和从

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或单位取得的、具有指定用途、项目（课题）完成后
需要报送有关项目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书面报告的资金所对应的项目
（课题）。拨入项目资金时，应做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事业收入－省科技厅拨款－ × ×项目（课题）

例２：某事业单位收到省科技厅拨入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古籍文献
题录数据库”课题１项。课题实施周期二年，经费３０万元。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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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３０万元
贷：事业收入－省科技厅拨款－古籍文献题录数据库３０万元

第十八条项目（课题）单位发生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时的会计核
算

１、项目（课题）单位对项目（课题）经费的支出核算在“事业支出”
科目下设置“项目支出”，在“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非财政专
项资金支出”和“其他资金支出”等层级进行明细核算，并按照《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相关科目进行明细核算；为保证项目
（课题）预算支出科目和会计核算科目的相互衔接，在“项目支出”明细
科目下应当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的款级明细科
目下按《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和预算支
出科目的“目”、“节”级支出科目设置明细账；并按照具体项目（课题）
进行明细核算，保证项目（课题）经费预算和会计核算结果的一致性。

２、项目（课题）发生支出时，会计分录为：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 × ×科目－ × ×项目

（课题）
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 － × ×科目－ × ×项目
（课题）
贷：财政补助收入－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直接支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授权支付）
银行存款或现金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３：“ＸＸ监测预警方法研究及推广示范”课题分摊独计量的灾害监

测大型装置电费０５万元、参加国际雷电灾害监测预警学术研讨会费用
４５万元、试制监测预警专用设备１台，支付材料费１５万元，加工费０５
万元，监测预警专用设备试制成本费用２万元，已完工验收投入投入使
用，各经济事项的会计分录分别为：

（１）分摊独计量的灾害监测大型装置电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水电费－燃料动力费－

ＸＸ监测预警方法研究示范 ０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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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事业支出－基本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电
费 ０５万元

（２）支付参加国际雷电灾害监测预警学术研讨会费用４５万元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因公出国（境）费用－

国际合作交流费－ ＸＸ监测预警方法研究示范 ４５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４５万元

（３）支付试制监测预警专用设备材料费及加工费
借：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试制监测预警设备 ２万元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２万元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专用设备购置－设备费

２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２万元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２万元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２万元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２万元
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试制监测预警设备 ２万元

３、若为购置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例４：“ＸＸ监测预警方法研究及推广示范”课题购置专用设备１台，

设备价款５万元，采用直接支付方式支付，会计分录为：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专用设备购置－设备费

－ ＸＸ监测预警方法研究示范 ５万元
贷：财政补助收入－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ＸＸ监测预警方法研
究示范 ５万元

同时上述专用设备不需要安装，需同时做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５万元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５万元
非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５：“古籍文献题录数据库”课题组支付委托开发数据库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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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１０万元、报销购材料费１２万元、软件功能测试费２万元、科研资料
打印纸０１万元，各经济事项的会计分录分别为：

（１）支付委托开发数据库软件开发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 －委托业务费－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古籍文献题录数据库 １０
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１０万元

（２）支付材料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 －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古籍文献题录数据库 １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１２万元

（３）支付科研资料打印纸费用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 －办公费－出版／文献／

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古籍文献题录数据库 ０１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１万元

（４）支付软件功能测试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拨款支出－委托业务费－测试化验

加工费－古籍文献题录数据库 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万元

第十九条项目（课题）单位期末、年末财务决算时的会计核算，会
计分录为：

１、财政拨款收支结转
借：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支出功能科目－ × ×项目（课题）

贷：财政款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借：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 × ×科目－ × ×项
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存专项资金转入“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结转资金是指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该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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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经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
年末项目（课题）结余结转时（项目完工净结余时，如超支作相反分

录）：
借：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财政拨款结余－项目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余专项资金直接转入“财政拨款结余－项目支出结

余－ × ×项目（课题）”，结余资金是指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
故终止，当年剩余的资金。财政拨款结余按国家规定执行。

２、非财政拨款收支结转
借：事业收入－省科技厅拨款－ × ×项目（课题）

贷：非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借：非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非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存专项资金直接转入“非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

结转－ × ×科目－ × ×项目（课题）“，结转资金是指当年预算已执行但
未完成，或者因故未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该账
户的贷方余额为在研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经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
按规定继续使用。

年末结转结余时（项目／课题完工净结余）：
借：非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项目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
事业结余

将项目（课题）结余专项资金直接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项目
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或“事业结余”科目，结余资金是指当年
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当年剩余的资金。非财政拨款结余
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项目（课题）验收及项目（课题）结余经费的会计核算
项目（课题）完成验收后，如有结余资金（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

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收回原渠道，并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结余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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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缴回原拨款渠道时，会计分录为：
借：财政拨款结余－项目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或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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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相关法规、 制度汇编

财政部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国家产品研发专项资金或拨款会计处理问题的请示”收

悉，就来函所述情况，经研究，答复如下：
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

金，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拨款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产部分，从
“专项应付款”科目转入资本公积；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分，经批准冲
减专项应付款。

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产品研究开发专项资金或拨款，应先通过“专项
应付款”科目核算，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指定的研发产品活动所发
生的费用，应按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产成
本”中单列项目核算。待研发成功后，如将研发成果交给国家，并经批准
核销专项应付款的，按应核销金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
产成本”科目；如研发成果留给你公司的，除将发生的费用从“生产成
本”科目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外，还应同时将专项应付款转入资本公
积。如研发的项目将形成固定资产的，则应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
发生的费用，待项目完成结转固定资产或经批准核销时，再按上述原则进
行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
二ＯＯ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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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专项拨款的会计处理解答

“２２个问题解答”与《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中注协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公告第１号）对于专项
拨款的会计处理规定了同样的原则，即应当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相关账务处理具体如下：

（１）拨款项目的相关研发费用的处理
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技

术研究等，在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所指定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实际发生时，应按与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
产成本”科目下单列项目核算。如能确定有关支出最终将形成固定资产，
则应在“在建工程”科目下单列项目归集所发生的费用。

（２）拨款项目完工后的处理
待有关拨款项目完工后，对于形成固定资产并按规定留给企业的，应

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同时，
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形成产品并按规定将产品留归
企业的，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
目，同时，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未形成资产，需核
销的拨款部分，报经批准后，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
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形成的资产按规定应上交国家的，借记“专
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规定应上交
结余的专项拨款，应在上交时，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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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２）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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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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税
前扣除及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６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的居
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
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
务），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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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常
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
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第四条企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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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实际发生的下列
费用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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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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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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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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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八）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第五条对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合作各

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六条对企业委托给外单位进行开发的研发费用，凡符合上述条件

的，由委托方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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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企业根据财务会计核算和研发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发生的研

发费用进行收益化或资本化处理的，可按下述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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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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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允许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均不允许计入研究开发费用。
第九条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

营任务的，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准确、合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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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企业必须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同时必须按照本办
法附表的规定项目，准确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
际发生金额。企业应于年度汇算清缴所得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
办法规定的相应资料。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真实或者资料不齐全的，不
得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申报的结果进行
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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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开发项
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第十一条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如下资料：

（一）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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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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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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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六）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第十二条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在年度中间预缴所得税时，

允许据实计算扣除，在年度终了进行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十三条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
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第十四条企业研究开发费各项目的实际发生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
计算不准确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加计扣除额。

第十五条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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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由集团公司进行集中开发的研究开发项目，其实
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以按照合理的分摊方法在受益集团成员公司间进
行分摊。

第十六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应提供集
中研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该协议或合同应明确规定参与各方在该研
究开发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费用分摊方法等内容。如不提供协议或合
同，研究开发费不得加计扣除。

第十七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集中研究
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应当按照权利和义务、费用支出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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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分摊方法。
第十八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母公司负

责编制集中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书、研究开发费用预算表、决算表和决算
分摊表。

第十九条税企双方对企业集团集中研究开发费的分摊方法和金额有
争议的，如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设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的，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企业
集团成员公司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企业按照省税
务机关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

第二十条本办法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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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１〕７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通知如下：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
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

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
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
理后，在５年（６０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
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
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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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目（课题）的财务管
理，规范补助项目（课题）经费会计核算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四川省有关科技计划和
经费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南。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凡获得四川省科
技项目（课题）经费补助的单位，都应按此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条根据项目（课题）的特点，专项经费一般采取无偿补助、贷
款贴息、偿还性补助、风险投资等方式。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
目（课题）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

１、省财政厅拨入的科技专项经费。
２、各市、县财政按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约定安排的项目配

套资金。
３、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单位自筹资金。
４、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通过银行贷款进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借贷资金等。
５、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其他来源用于科技项目（课题）的资金。
第三条按照各种计划类别的资金用途、开支范围等特点，按照财政

科技经费补助方式，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获得的省级财政科技拨款主要
分为一次性拨付、分期拨付和事后补助（包括以奖代补）等三种类别。

１、一次性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拨付后项目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
发费用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省级农业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省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科技创新团队等。

２、分期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待项目（课题）中期检查或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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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后再拨付后期经费，拨款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发费用
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课题）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省级科技富民专项行
动项目等分期补助项目、科技创新团队培养等。

３、事后补助类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研发资金先行投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项目，在项目（课题）实施完成并经过申请考核后，按一定比例
一次性拨款的财政补助经费。主要项目（课题）类型有重大科技专项、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２）根据绩效考评结果给予以奖代补或择优进行补助的财政经费。主
要项目类型有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创新型示范试点企业补助、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

４、科技部项目（课题）、国家项目（课题）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可比照
分期拨付类项目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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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项目资金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

第四条我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其性质可划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会计核算方式可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社会团体参照民间非盈
利组织核算方式。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核算管理规范，企业科研项目（课题）会计核算一
般可分为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６版）、行业会计制度和两种方式。考虑到目
前有部份企业未按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仍然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因
此“指引”明确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资金核算的会计处理
的具体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应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按项
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
专项资金）；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其他
应付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
金，核算参照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方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项目
（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递延收益”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
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专项资金），事后补
助类应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第五条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在使用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时，应严
格按《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约定的支出内容、预算安排支出。

第六条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课题）经费支出应由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制度或准则要求，在二级会计科目下合理设置三级
项目预算科目，对科研经费进行单独归集核算，并与本单位的其他正常生
产经营成本费用或其他项目支出合理区分。

第七条对课题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应分别单独核算；同一单位在同
一项目中交叉参加多个课题的应分别按各课题单独核算，严禁将多个课题
进行“混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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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
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严禁贪污、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科技项目（课题）专项
资金，更不得将其用于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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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承担单位和项目 （课题）
合作单位的职责

第九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
应当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项目
（课题）预算调整审批程序，按时提出财务验收申请，配合做好财务审计、
财务验收等工作，及时按规定办理财务结账手续，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障科研、财务、行政等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实施的全面支撑，积极推
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对项目（课题）的开放共享。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项目（课
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一般由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
家有权进行调配。企业使用项目（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
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强化间接费用的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合理统筹安排绩效支出，提升科研人员工作绩效水平。

第十一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按预算核拨项目（课题）
合作单位经费，根据各合作单位承担的研究任务和专项经费、自筹经费的
预算额度签订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的分解协议，并加强对外拨经费的监督
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不得层层转拨、变
相转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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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 （课题） 资金使用开支范围

第十二条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课题）经费由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包括研究、中间试验
试制等阶段）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开支范围包括：

１ ．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
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专项经费要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

２ ．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
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３ ．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
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
用。

４ ．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
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５ ．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
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
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６ ． 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或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７ ．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
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
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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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９ ．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

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
费用。

１０ ．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
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

咨询专家 咨询方式 标准（元）
具有或相当于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人员

会议咨询５００ － ８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３００ － ４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６０ － １００ （人／个项目（课题））

其他人员 会议咨询３００ － ５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４０ － ８０ （人／次项目（课题））

１１ ． 项目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
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
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
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
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国家项目间接费用核定标准请按照国家规
定执行）：

５０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２０％；
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３％；
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０％。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５％。
第十三条其他政策性引导类科技计划资金
（一）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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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应当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支
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示范推广、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项目专项
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或购买专利，进行消化吸收、生产工艺流程改造、技术的适用性改
进和集成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示范应用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示范所需购买
或改造小型仪器设备、低值易耗品以及租用示范场地等发生的费用。

３、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科技人员对项目进行技术
指导、咨询、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４、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所发生
的资料费、讲课费、场所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区域试验与示范费：指由于进行动植物新品种（品系）区域试验

及示范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２、中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费：指由于进行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中

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３、设备仪器购置费：指因开发本产品而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的总

额。
４、培训费：指为推广本项目产品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所发生的费用。
５、业务费及业务管理费：指单位开展本项目的一些零星支出及项目

的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条件和服务而提取的少量补偿费。
（三）科技惠民计划
科技惠民计划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和集成示范直接相关费用的补助支出，专项经费开支范围：
１、技术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流程、新工

艺，或购买专利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开发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有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生

产工艺流程改进、技术的适用性改进和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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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应用示范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转化应用、综
合集成和示范等发生的费用。

４、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对项目进行
技术指导、咨询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５、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发生的
资料费、专家讲课费、场地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四）早期扶持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以下简称“早期

扶持资金”）是指为鼓励科技创新，增强早期技术创新和早期成果转化的
抗风险能力，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门扶持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
有关早期创新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

（五）创投补助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创投补助资金），

是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投资及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
开展投融资服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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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偿补助性项目 （课题） 的预算执行

第十四条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
行。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课题）预
算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核批：

１、项目预算总额，课题间预算调整，应按程序报省科技厅审核，省
财政厅批准。

２、项目总预算不变、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之间以及增加或减少项
目（课题）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应当由项目负责人协助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按原程序报省科技厅批准。

３、项目（课题）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材料费、测试化
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支
出预算如需调整，项目（课题）组和项目（课题）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
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审批，科技厅在
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设备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可按上述
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他方面支出。间接费用不得调整。

第十六条项目（课题）结存结余经费的管理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项目（课题）结存经费是指未完成项目（课
题）年度经费预算减去年度实际支出后的余额，项目（课题）在研期间，
结存经费应当留由课题承担单位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课题结余
经费是指课题结束或因故终止时，课题经费总预算减去实际总支出后的余
额，因故终止课题结余经费还应当包括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
的变价收入。课题结余经费应当按原渠道收回科技部或相关主管部门，由
科技厅或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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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执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单位项目 （课题） 经费的核算

第十七条收到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的会计核算
１、项目（课题）专项经费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达预算指标

的，应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下设置“项目支出“明细科目；在”“项
目支出“明细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
目设明细账核算财政拨款；同时在“项目支出“明细科目下按照具体项目
（课题）进行明细核算；申请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录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 ×项目（课

题）
例１：某省高校收到省级财政预算下达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电池储

能技术研究”课题１项。课题实施周期二年，经费５０万元，其中设备购
置费６万元（设备购置属于集中支付）。申请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
录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４４万元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电池储能

技术研究 ４４万元
２、项目（课题）单位收到非财政集中支付形式的财政资金拨款和从

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或单位取得的、具有指定用途、项目（课题）完成后
需要报送有关项目（课题）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书面报告的资金所对
应的项目（课题）。拨入项目（课题）资金时，应做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科研事业收入－省拨（国拨） － × ×项目（课题）

例２：某高校收到科技部（由财政部直接拨入）拨入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ＸＸ离合器的研发”课题１项，实施周期二年，经费１００万元；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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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为该课题提供的配套经费３０万元，实施周期二年，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０万元

贷：科研事业收入－国拨－ ＸＸ离合器的研发 １００万元
借：银行存款 ３０万元

贷：科研事业收入－省拨－ ＸＸ离合器的研发 ３０万元
例３：某高校收到某企业牵头承担的省科技支撑计划—“ＸＸ产业链

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目中由其参与研究的课题“ＸＸ育种
关键技术”研究经费１０万元、课题“ＸＸ常见病防治”研究经费１５万元，
课题实施周期三年，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２５万元
贷：科研事业收入－省拨－ ＸＸ育种关键技术研究 １０万元

科研事业收入－省拨－ ＸＸ常见病防治研究 １５万元
第十八条项目（课题）单位发生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时的会计核

算
１、项目（课题）单位对项目（课题）经费的支出核算在“事业支出”

科目下设置“项目支出”，在“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非财政专
项资金支出”和“其他资金支出”等层级进行明细核算，并按照《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相关科目进行明细核算；为保证项目
（课题）预算支出科目和会计核算科目的相互衔接，在“项目支出”明细
科目下应当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的款级明细科
目下按《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和预算支
出科目的“目”、“节”级支出科目设置明细账；并按照具体项目（课题）
进行明细核算，保证项目（课题）经费预算和会计核算结果的一致性。

２、项目（课题）发生支出时，会计分录为：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 － × ×科目－ × ×项目

（课题）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功能项级科目（直接支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项级科目（授权支付）
银行存款或现金

３、若为购置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需同时做会计分录：
—４６—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贷：固定基金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４：省科技支撑计划“电池储能技术研究”课题购置不需要安装的

专用设备１台，价款６万元，按规定采用直接支付方式支付设备费、支付
设备租赁费０５万元、支付科技人员参加太阳能电池关键技术培训费用
０３万元，和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采用直接支付方式支付设备购置费用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专用

设备购置费－设备费６万元－电池储能技术研究 ６万元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电池储能
技术研究 ６万元

同时：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６万元
贷：固定基金 ６万元

（２）支付设备租赁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 －租赁费－设备改造与租

赁费－电池储能技术研究 ０５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５万元

（３）支付科技人员参加电池储能关键技术培训费用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 －培训费－会议费－电池

储能技术研究 ０３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３万元

非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５：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ＸＸ离合器的研发”课题报销购置材料一

批，价值４万元，材料已通过验收相关手续，报销样机加工费２８万元，
各经济事项的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材料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 ＸＸ离合器的研发－国拨 ４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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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支付样机加工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业务费－测试化验加

工费－ ＸＸ离合器的研发－国拨 ２８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８万元

例６：省科技支撑计划“ＸＸ离合器的研发”课题报销专利申请费用
０６５万元、研究生劳务费０４６万元，各经济事项的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专利申请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委托业务费－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ＸＸ离合器的研发－省拨
０６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６５万元

（２）支付研究生劳务费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劳务费－劳务费－
ＸＸ离合器的研发－省拨 ０４６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４６万元

例７：某高校参加了“ＸＸ产业链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项目中的“ＸＸ育种关键技术”和“ＸＸ常见病防治”两课题的研究工作，
“ＸＸ育种关键技术”课题支付试剂试药费用２５万元、赴新西兰考察ＸＸ
育种关键技术费用３万元；“ＸＸ常见病防治”课题支付药材款３４万元、
专利申请费用０６５万元。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试剂试药费用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 ＸＸ育种关键技术－省拨 ２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５万元

（２）支付赴新西兰考察ＸＸ育种关键技术费用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因公出国（境）费用

－国际合作交流费－ ＸＸ育种关键技术－省拨 ３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３万元

（３）支付药材款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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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Ｘ常见病防治－省拨 ３４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３４万元

（４）专利申请费用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委托业务费－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ＸＸ常见病防治－省拨
０６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６５万元

第十九条项目（课题）单位在年末财务决算时的会计核算，会计分
录为：

１、财政拨款收支结转
借：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 ×项目（课题）

贷：财政款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借：财政款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事业支出－项目支出（财政补助支出） － × ×科目－ × ×项
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存专项资金直接转入“财政款拨款结转－项目支出
结转－ × ×项目（课题）”，结转资金是指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
因故未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该账户的贷方余额
为在研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经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
用。

年末项目（课题）结余结转时（项目完工净结余时，如超支作相反分
录）：

借：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财政拨款结余－项目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余专项资金直接转入“财政拨款结余－项目支出结
余－ × ×项目（课题）”，结余资金是指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
故终止，当年剩余的资金。财政拨款结余按国家规定执行。

１、非财政拨款收支结转
借：科研事业收入－科技厅拨款× ×项目（课题）

贷：非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７６—



借：事业支出－项目支出（非财政补助支出） － × ×科目－ × ×项目
（课题）
贷：非财政款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将项目（课题）结存专项资金直接转入“非财政款拨款结转－项目支
出结转－ × ×项目（课题）”，该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在研项目（课题）的年
度结存经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

年末结转结余时（项目完工净结余）：
借：非财政拨款结转－项目支出结转－ × ×项目（课题）

贷：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项目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
事业结余

将项目（课题）结余专项资金直接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项目
支出结余－ × ×项目（课题）”。或“事业结余”科目，结余资金是指当年
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当年剩余的资金。非财政拨款结余
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项目（课题）验收及项目（课题）结余经费的会计核算
项目（课题）完成验收后，如有结余资金（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

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收回原渠道，并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结余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规定缴回原拨款渠道时，会计分录为：
借：事业结余－科研经费结余－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
注：待修定后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会计制度颁布后，将依据进行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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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相关法规、 制度汇编

财政部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国家产品研发专项资金或拨款会计处理问题的请示”收

悉，就来函所述情况，经研究，答复如下：
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

金，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拨款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产部分，从
“专项应付款”科目转入资本公积；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分，经批准冲
减专项应付款。

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产品研究开发专项资金或拨款，应先通过“专项
应付款”科目核算，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指定的研发产品活动所发
生的费用，应按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产成
本”中单列项目核算。待研发成功后，如将研发成果交给国家，并经批准
核销专项应付款的，按应核销金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
产成本”科目；如研发成果留给你公司的，除将发生的费用从“生产成
本”科目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外，还应同时将专项应付款转入资本公
积。如研发的项目将形成固定资产的，则应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
发生的费用，待项目完成结转固定资产或经批准核销时，再按上述原则进
行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
二ＯＯ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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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专项拨款的会计处理解答

“２２个问题解答”与《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中注协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公告第１号）对于专项
拨款的会计处理规定了同样的原则，即应当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相关账务处理具体如下：

（１）拨款项目的相关研发费用的处理
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技

术研究等，在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所指定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实际发生时，应按与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
产成本”科目下单列项目核算。如能确定有关支出最终将形成固定资产，
则应在“在建工程”科目下单列项目归集所发生的费用。

（２）拨款项目完工后的处理
待有关拨款项目完工后，对于形成固定资产并按规定留给企业的，应

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同时，
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形成产品并按规定将产品留归
企业的，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
目，同时，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未形成资产，需核
销的拨款部分，报经批准后，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
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形成的资产按规定应上交国家的，借记“专
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规定应上交
结余的专项拨款，应在上交时，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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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２）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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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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税
前扣除及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６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的居
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
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
务），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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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常
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
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第四条企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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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实际发生的下列
费用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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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２７—



（三）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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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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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八）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第五条对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合作各

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六条对企业委托给外单位进行开发的研发费用，凡符合上述条件

的，由委托方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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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企业根据财务会计核算和研发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发生的研

发费用进行收益化或资本化处理的，可按下述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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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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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允许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均不允许计入研究开发费用。
第九条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

营任务的，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准确、合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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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企业必须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同时必须按照本办
法附表的规定项目，准确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
际发生金额。企业应于年度汇算清缴所得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
办法规定的相应资料。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真实或者资料不齐全的，不
得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申报的结果进行
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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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开发项
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第十一条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如下资料：

（一）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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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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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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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六）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第十二条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在年度中间预缴所得税时，

允许据实计算扣除，在年度终了进行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十三条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
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第十四条企业研究开发费各项目的实际发生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
计算不准确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加计扣除额。

第十五条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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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由集团公司进行集中开发的研究开发项目，其实
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以按照合理的分摊方法在受益集团成员公司间进
行分摊。

第十六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应提供集
中研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该协议或合同应明确规定参与各方在该研
究开发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费用分摊方法等内容。如不提供协议或合
同，研究开发费不得加计扣除。

第十七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集中研究
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应当按照权利和义务、费用支出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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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分摊方法。
第十八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母公司负

责编制集中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书、研究开发费用预算表、决算表和决算
分摊表。

第十九条税企双方对企业集团集中研究开发费的分摊方法和金额有
争议的，如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设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的，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企业
集团成员公司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企业按照省税
务机关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

第二十条本办法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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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１〕７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通知如下：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
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

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
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
理后，在５年（６０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
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
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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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目（课题）的财务管
理，规范补助项目（课题）经费会计核算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四川省有关科技计划和
经费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南。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凡获得四川省科
技项目（课题）经费补助的单位，都应按此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条根据项目（课题）的特点，专项经费一般采取无偿补助、贷
款贴息、偿还性补助、风险投资等方式。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
目（课题）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

１、省财政厅拨入的科技专项经费。
２、各市、县财政按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约定安排的项目配

套资金。
３、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单位自筹资金。
４、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通过银行贷款进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借贷资金等。
５、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其他来源用于科技项目（课题）的资金。
第三条按照各种计划类别的资金用途、开支范围等特点，按照财政

科技经费补助方式，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获得的省级财政科技拨款主要
分为一次性拨付、分期拨付和事后补助（包括以奖代补）等三种类别。

１、一次性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拨付后项目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
发费用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省级农业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省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科技创新团队等。

２、分期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待项目（课题）中期检查或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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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后再拨付后期经费，拨款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发费用
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课题）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省级科技富民专项行
动项目等分期补助项目、科技创新团队培养等。

３、事后补助类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研发资金先行投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项目，在项目（课题）实施完成并经过申请考核后，按一定比例
一次性拨款的财政补助经费。主要项目（课题）类型有重大科技专项、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２）根据绩效考评结果给予以奖代补或择优进行补助的财政经费。主
要项目类型有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创新型示范试点企业补助、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

４、科技部项目（课题）、国家项目（课题）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可比照
分期拨付类项目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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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项目资金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

第四条我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其性质可划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会计核算方式可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社会团体参照民间非盈
利组织核算方式。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核算管理规范，企业科研项目（课题）会计核算一
般可分为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６版）、行业会计制度和两种方式。考虑到目
前有部份企业未按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仍然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因
此“指引”明确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资金核算的会计处理
的具体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应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按项
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
专项资金）；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其他
应付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
金，核算参照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方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项目
（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递延收益”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
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专项资金），事后补
助类应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第五条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在使用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时，应严
格按《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约定的支出内容、预算安排支出。

第六条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课题）经费支出应由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制度或准则要求，在二级会计科目下合理设置三级
项目预算科目，对科研经费进行单独归集核算，并与本单位的其他正常生
产经营成本费用或其他项目支出合理区分。

第七条对课题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应分别单独核算；同一单位在同
一项目中交叉参加多个课题的应分别按各课题单独核算，严禁将多个课题
进行“混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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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
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严禁贪污、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科技项目（课题）专项
资金，更不得将其用于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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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承担单位和项目 （课题）
合作单位的职责

第九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
应当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项目
（课题）预算调整审批程序，按时提出财务验收申请，配合做好财务审计、
财务验收等工作，及时按规定办理财务结账手续，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障科研、财务、行政等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实施的全面支撑，积极推
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对项目（课题）的开放共享。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项目（课
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一般由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
家有权进行调配。企业使用项目（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
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强化间接费用的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合理统筹安排绩效支出，提升科研人员工作绩效水平。

第十一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按预算核拨项目（课题）
合作单位经费，根据各合作单位承担的研究任务和专项经费、自筹经费的
预算额度签订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的分解协议，并加强对外拨经费的监督
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不得层层转拨、变
相转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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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 （课题） 资金使用开支范围

第十二条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课题）经费由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包括研究、中间试验
试制等阶段）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开支范围包括：

１ ．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
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专项经费要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

２ ．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
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３ ．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
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
用。

４ ．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
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５ ．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
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
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６ ． 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或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７ ．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
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
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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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９ ．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

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
费用。

１０ ．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
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

咨询专家 咨询方式 标准（元）
具有或相当于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人员

会议咨询５００ － ８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３００ － ４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６０ － １００ （人／个项目（课题））

其他人员 会议咨询３００ － ５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４０ － ８０ （人／次项目（课题））

１１ ． 项目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
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
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
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
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国家项目间接费用核定标准请按照国家规
定执行）：

５０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２０％；
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３％；
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０％。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５％。
第十三条其他政策性引导类科技计划资金
（一）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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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应当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支
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示范推广、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项目专项
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或购买专利，进行消化吸收、生产工艺流程改造、技术的适用性改
进和集成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示范应用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示范所需购买
或改造小型仪器设备、低值易耗品以及租用示范场地等发生的费用。

３、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科技人员对项目进行技术
指导、咨询、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４、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所发生
的资料费、讲课费、场所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区域试验与示范费：指由于进行动植物新品种（品系）区域试验

及示范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２、中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费：指由于进行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中

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３、设备仪器购置费：指因开发本产品而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的总

额。
４、培训费：指为推广本项目产品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所发生的费用。
５、业务费及业务管理费：指单位开展本项目的一些零星支出及项目

的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条件和服务而提取的少量补偿费。
（三）科技惠民计划
科技惠民计划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和集成示范直接相关费用的补助支出，专项经费开支范围：
１、技术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流程、新工

艺，或购买专利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开发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有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生

产工艺流程改进、技术的适用性改进和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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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应用示范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转化应用、综
合集成和示范等发生的费用。

４、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对项目进行
技术指导、咨询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５、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发生的
资料费、专家讲课费、场地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四）早期扶持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以下简称“早期

扶持资金”）是指为鼓励科技创新，增强早期技术创新和早期成果转化的
抗风险能力，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门扶持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
有关早期创新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

（五）创投补助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创投补助资金），

是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投资及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
开展投融资服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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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偿补助性项目 （课题） 的预算执行

第十四条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
行。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课题）预
算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核批：

１、项目预算总额，课题间预算调整，应按程序报省科技厅审核，省
财政厅批准。

２、项目总预算不变、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之间以及增加或减少项
目（课题）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应当由项目负责人协助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按原程序报省科技厅批准。

３、项目（课题）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材料费、测试化
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支
出预算如需调整，项目（课题）组和项目（课题）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
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审批，科技厅在
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设备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可按上述
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他方面支出。间接费用不得调整。

第十六条项目（课题）结存结余经费的管理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项目（课题）结存经费是指未完成项目（课
题）年度经费预算减去年度实际支出后的余额，项目（课题）在研期间，
结存经费应当留由课题承担单位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课题结余
经费是指课题结束或因故终止时，课题经费总预算减去实际总支出后的余
额，因故终止课题结余经费还应当包括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
的变价收入。课题结余经费应当按原渠道收回科技部或相关主管部门，由
科技厅或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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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
项目 （课题） 经费核算

第十七条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一次性、分期补助类项目（课题）会
计核算。

相关科研项目（课题）核算科目：
管理费用：提供生产技术条件的费用
开发支出：开发支出是核算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新产品过程中发生的

各项支出。
专项应付款：专项应付款是指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

款，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技术研究等，以及从其他来源取得的款项。企
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的专项拨款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待拨款项目
（课题）完成后，属于应当核销的部份，冲减专项应付款；其余部份转入
资本公积。（费用核销冲减专项应付款，形成资产的部份冲减专项应付款，
同时增加资本公积）；该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在研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
经费。

专项应付款的特征：１属于企业的负债；２专款专用；３不需要以
资产或新的负债偿还。

资本公积：资本公积是投资者或者他人投入到企业、所有权归属于投
资者、并且金额上超过法定资本部份的资本或者资产。

资本公积－拨款转入是指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专门用于技术改造、
技术研究等的拨款。项目完成后，按规定转入资本公积的部分，企业应按
转入金额入账。

企业收到项目（课题）研究专项经费时，应在“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按专项应付款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企业发生项目（课题）专项经费支出时，应以每一项科研项目（课
题）为核算对象，对支出经费进行归集和核算，在“开发支出”、“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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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发费”、“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会计科目进行核算。企业可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在上述科目
中选择相关科目对项目（课题）支出经费进行归集和核算。

技术转让费：技术转让费是指企业使用非专利技术而支付的费用。
研究与开发费：研究与开发费是指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所发生的

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试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验
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实验费、研究人员的工资、
研究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新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委托其他单位
进行的科研试制的费用以及试制失败损失等。

科研项目（课题）专项经费在批准预算时，已明确了开支范围、内
容，这些与企业的会计体系大多不一致，当科研项目（课题）专项拨款开
支范围与企业自身的会计科目不一致时，要按专项经费管理要求设明细科
目核算。具体会计核算账务处理如下：

１ ． 企业收到科研项目（课题）各级财政科技拨款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 × ×项目－省科技厅拨款
专项应付款－ × ×项目－ × ×市、县配套

例１：宜宾市某企业申报的“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获得省
科技厅省科技支撑计划立项补助１００万元经费，其中应外拨某科研单位２０
万元研究经费；同时该课题还获得了ＸＸ市科技局的配套研究经费２０万
元，课题承担单位与省科技厅签订任务书时承诺为课题提供配套经费５０
万元。企业已收到拨款，会计分录为：

（１）收到省科技厅拨款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０万元

贷：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１００万元

（２）收到ＸＸ市科技局配套拨款
借：银行存款 ２０万元

贷：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配套
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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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企业发生科研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时，按财政科技拨款、自筹
科研经费分别进行核算：

（１）财政科技拨款部分
资本化部分核算：
①购置不需要安装的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或科研所需无形资产时，需

要在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 ×项目（课题）购置× ×仪器设备，会计
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 ×项目（课题）
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名称－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②需要安装或试制、改造设备等固定资产时，需要在会计凭证的摘要
中注明是× ×项目（课题）购置（试制、改造） × ×仪器设备，会计分录
为：

支付设备款或领用试制设备材料费、加工费
借：在建工程－安装（试制、改造）设备－ ＸＸ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原材料）
（３）安装（试制改造）设备完工验入库交付使用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贷：在建工程－安装（试制、改造）设备－ ＸＸ项目（课题）
例２：“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使用省科技厅拨入的专项经费

购置专用设备一台，设备已验收并交付使用，支付设备价款８５万元，课
题组用市科技局为本课题配套的经费支付试制设备材料费５８万元，加工
费１２万元，试制设备已完工入库交付使用，会计分录为（需要在会计凭
证的摘要中注明是× ×课题购置× ×仪器设备）：

（１）购置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８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８５万元
或：为完整反映项目（课题）有关的成本费用，包括购置的固定资产

等，建议通过“主营业务成本一研发费－科研费购置设备”、“主营业务成
本一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科目反映课题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贷方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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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主营业务成本中的购置的固定资产等资产，以防止出现虚增资产，同
时从该科目可以看出项目（课题）的完整支出情况。会计分录为：

对购置的固定资产或其它资本化支出：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设备费或无形资产－ × ×项目（课题）

一省拨或市配套
贷：主营业务成本－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同时：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无形资产－资产名称－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

项目（课题）完工验收后（或按项目（课题）进度结转）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省拨款或市、县配（未形成资产部分）

主营业务成本－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贷：主营业务成本－相关科目－ × ×项目（课题）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省拨款或市、县配（形成资产部分）
贷：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银行存款（上交余款）
（需要说明的是购置的固定资产等，建议通过“主营业务成本一开发

支出－科研费购置设备”、“主营业务成本一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科目反
映课题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完整反映项目（课题）支出情况。这种对拨
入科研经费的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与准则或具体的科研经费管理管理办法
冲突，仍应按其规定执行）

按上述例题：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设备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厅拨款 ８５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 ８５万元

同时：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８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等 ８５万元
项目完工验收后（或按项目进度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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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主营业务成本－科研费购置固定资产 ８５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设备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省科技厅拨款 ８５万元
借：专项应付款－电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８５万元
贷：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８５万元

（２）支付试制设备材料费５８万元，加工费１２万元
借：在建工程－试制设备－电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

配套 ５８万元
在建工程－试制设备－电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
配套 １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７万元

（３）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试制设备完工验入库交付使用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７万元

贷：在建工程－试制设备－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
拨款 ７万元

费用化部分会计核算：
例３：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使用专项经费领用材料费１０

万元、支付委托材料检测费用２万元、支付２项专利申请费１３万元、报
销出差费０８万元、按预算批复计提课题间接费用５２万元，计提绩效支
出１７万元等课题考核合格后支付；支付临聘人员劳务费１２万元、支付
租赁设备款０８万元。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材料费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

科技厅拨款 １０万元
贷：原材料 １０万元

（２）支付委托材料检测费用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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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付２项专利申请费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

费－电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１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１２万元

（４）报销出差费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差旅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厅拨款 ０８万元
贷：现金 ０８万元

（５）按预算批复计提课题间接费用、计提绩效支出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间接费用－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厅拨款 ６９万元
贷：管理费用－水电费 ５２万元

其他应付款－绩效支出－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１７
万元

（６）支付临聘人员劳务费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劳务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市科技局配套 １２万元
贷：现金 １２万元

（７）支付租赁设备款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术开发－设备租赁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市科技局配套 ０８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８万元

转拨合作单位经费会计核算：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课题） －省拨或市配套

贷：银行存款
例４：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转拨某科研单位研究经费２０

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２０万

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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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发生其他研发费用，应按任务书预算开支科目设置明细账，并按实
际发生额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 ×科目—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月末或项目（课题）完成后按进度结转核销专项应付款会计核算：
Ⅰ形成资产的部份同时核销财政拨款，会计分录为：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专项应付款－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例５：月末按课题进度结转冲减专项应付款，“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课题形成资产为：８５万元购置专用设备一台、试制设备费用７万
元，会计分录为：

借：专项应付款－ ＸＸ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８５万元
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配套 ７万
元
贷：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１５５万元

例６：假设“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研究任务完成形成科技
成果一项，并通过省科技厅组织专家鉴定，已获得科技成果证书；该科技
成果共支出８４５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７１５
万元
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配套 １３万
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厅拨款 ７１５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
局配套１３万元

同时：借：无形资产－ ＸＸ材料关键技术 ８４５万元
贷：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８４５万元

Ⅱ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分（月末按课题进度结转），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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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专项应付款－ × ×科目－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专项应付款－ × ×科目－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 ×科目—ＸＸ项目（课题）

例７：月末按课题进度结转冲减专项应付款，“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课题支出未形成资产的部份会计分录为：

（１）核销省科技厅拨款
借：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２０９

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厅拨款 １０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 ２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
务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省科技厅拨款１２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差旅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省科技厅拨款 ０８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间接费用－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省科技厅拨款 ６９万元

（２）核销市县配套
借：专项应付款－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市科技局配套２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劳务费－电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市科技局配套 １２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设备租赁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市科技局配套 ０８万元

（２）企业自筹科研经费部分
企业发生自筹科研项目经费支出时，应以每一项科研项目（课题）为

核算对象，进行费用的归集，在“管理费用－研开费”、“在建工程”、“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明细账进行核算。具体会计核算账务处理如下：

①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时，需要在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 ×
课题购置× ×仪器设备或无形资产，会计分录为：

—６９—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 ×项目
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名称－ × ×项目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②最终形成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各项研发费用：
借：在建工程－ × ×项目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完工时，需要在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 ×项目（课题）完工转入

× ×仪器设备或无形资产：
借：固定资产－ －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 ×项目

贷：在建工程－ × ×项目
例８：“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使用单位配套经费支付购置不

需要安装设备一套，价格８万元，设备已验收投入使用，会计分录为（请
在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购置× ×仪器
设备）：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８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８万元

例９：“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使用单位配套经费支付电磁材
料生产线改造购设备配件５６万元，支付设备改造聘请技术工人劳务费
１４万元，会计分录为（请在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电磁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课题的电磁材料生产线改造完工转入的新增价值）：

（１）支付设备改造购设备配件款
借：在建工程－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自筹） ５６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５６万元
（２）支付设备改造聘请技术工人劳务费
借：在建工程－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自筹） １４万元

现金 １４万元
例１０：“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ＸＸ生产线改造已完工，改造

设备已验收投入使用，增加ＸＸ生产线价值７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专用设备

贷：在建工程－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自筹） 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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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发生其他研发费用，应按合同预算开支科目设置明细账，并按实际
发生额：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 ×科目－ × ×项目（课题）（自筹）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例１１：“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使用单位配套经费支付材料
测试化验费３万元、领用电磁材料５６万元、支付采用通讯方式的专家咨
询费００６万元，款项已通过邮局汇款。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材料测试化验费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自筹） ３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３万元

（２）领用材料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自筹）

５６万元
贷：原材料 ５６万元

（３）支付采用通讯方式的专家咨询费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专家咨询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自

筹） ００６万元
贷：现金 ５６万元

３ ． 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故终止、撤消或项目未通过验收而收回部分或
全部各级财政科技拨款时：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专项应付款－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

４ ． 项目完成验收后，如有结余资金，分两种情况处理：
①经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留单位继续使用：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省科技厅拨款

专项应付款－ × ×项目－ × ×市、县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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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②按规定上交部分：
借：专项应付款－ × ×项目－省科技厅拨款

专项应付款－ × ×项目－ × ×市、县配套
贷：银行存款

５ ．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出售、转让用财政科技拨
款经费购置的设备、无形资产，应报省科技和财政管理部门批准，处理所
得资金按规定上交：

借：资本公积－拨款转入
贷：银行存款

第十八条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后补助类项目会计核算：
１ ． 企业收到事后补助类项目各级财政科技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
例１２：某企业通过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绩效考评，获得奖励

经费５０万元，假设奖励经费采用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的，承担单位可
以用于补偿组织开展相关研发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５０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 ５０万元

２ ． 企业收到科技项目贷款贴息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已资本化部分）
财务费用（未资本化部分）
营业外收入

例１３：某企业申报的“ＸＸ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获省科技厅“四川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立项补助，获得贷款贴息补助资金
８０万元，该项目尚未完工，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８０万元
贷：在建工程—ＸＸ控制系统产业化 ８０万元
或：财务费用（或营业外收入） ８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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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４：某企业申报的“ＸＸ膜产业化生产”项目获省科技厅“四川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立项补助，获得流动资金贷
款贴息补助资金５０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５０万元
贷：财务费用（或营业外收入） ５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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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项目 （课题） 经费核算

第十九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一次性、分期补助类项目会计核算。
相关科研项目核算科目：
递延收益：
递延收益是指尚待确认的收入或收益，也可以说是暂时未确认的收

益，它是权责发生制在收益确认上的运用。是核算企业根据政府补助准则
确认的应在以后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
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应首先确认一项资产和递延收益，然后在相关资产的
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递延收益。需要注意的是，递延收益分摊的起点是
“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递延收益分摊的终点是“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或资
产被处置时（孰早）”，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或结束前被处置（出
售、报废、转让等），尚未摊销的递延收益应当一次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
的收益，不再予以递延。应按照其内容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分类核
算。

企业收到项目（课题）研究专项经费时，应在“递延收益”科目核
算，按递延收益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该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在
研项目（课题）的年度结存经费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折旧额、无形资产的摊
销额等尚未转销的部份。

企业发生项目（课题）专项经费支出时，应以每一项科研项目（课
题）为核算对象，对支出经费进行归集和核算，在“管理费用－开发支
出”、“主营业务成本－开发支出”、“开发支出”、“在建工程”、“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等会计科目进行核算。企业可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在
上述科目中选择相关科目对项目（课题）支出经费进行归集和核算。

科研项目（课题）专项经费在批准预算时，已明确了开支范围、内
容，这些与企业的会计体系大多不一致，当科研项目（课题）专项拨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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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范围与企业自身的会计科目不一致时，要按专项经费管理要求设明细科
目核算。具体会计核算账务处理如下：

１ ． 企业收到科研项目（课题）各级财政科技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例１５：某企业申报的省科技厅重大成果转化“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项目获得立项补助３００万元，其中应转拨技术单位某大学研究
经费２０万元，项目实施期三年。按照项目合同约定，当年拨付立项金额
的７０％，项目中期监理合格后再拨后续３０％经费，同时根据合同约定，
项目承担单位为本项目提供５０００万元配套经费。某市科技局为该项目一
次性提供５０万元的配套经费。市级拨款已到位，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收到省科技厅拨款
借：银行存款 ２１０万元

贷：递延收益－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２１０万元

（２）收到市科技局拨款
借：银行存款 ５０万元

贷：递延收益－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市科技局拨款
５０万元

２ ． 企业发生科研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时，按财政科技专项拨款、
自筹科研经费分别进行核算：

（１）财政科技拨款部分
资本化部分会计核算：
①购置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或科研所需无形资产时，需要在会计凭证

的摘要中注明是× ×课题购置× ×仪器设备或无形资产，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 ×项目（课题）

无形资产－ × ×资产－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例１６：省科技重大成果转化“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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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检测设备一台，价格２８万元，设备已验收投入使用，会计分录为
（请在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购
置检测设备）：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２８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８万元

或：为完整反映课题有关的成本费用，包括购置的固定资产等，建议
通过“主营业务成本一科研费购置设备”、“主营业务成本一科研费购置固
定资产”科目反映课题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贷方用于抵消主营业务成本
中的购置的固定资产等资产，以防止出现虚增资产，同时从该科目可以看
出项目的完整支出情况。

对购置的固定资产或其它资本化支出，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设备费或无形资产－ × ×项目－省科技

厅或市科技拨款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同时：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 ×项目（课题）

无形资产－ × ×资产－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

项目完工验收后（或按项目进度结转）
借：营业外支出（未形成资产部分）

存货等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贷：主营业务成本－相关科目－ ＸＸ项目（课题）

设备投入使用的次月发生折旧额转销递延收益时：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营业外收入－项目专项经费拨款

银行存款（上交余款）
（需要说明的是购置的固定资产等，建议通过“主营业务成本一研发

费－科研费购置设备”、“主营业务成本一研发费购置固定资产”科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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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完整反映项目（课题）支出情况。这
种对拨入科研经费的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与准则或具体的科研经费管理管
理办法冲突，仍应按其规定执行）按上述例题：会计分录为：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设备费－静脉注射脂肪乳类制剂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２８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购置固定资产 ２８万元

同时：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２８万

贷：银行存款 ２８万元
项目完工验收后（或按项目进度结转）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购置固定资产 ２８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设备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２８万元

例１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支付购买本项目使用的专有技术一项，价格２０万元，已办完专有技术转
让更名等相关手续及收到专有技术的相关技术资料。会计分录为（需要在
会计凭证的摘要中注明是“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购置× ×无
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 ×专有技术 ２０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０万元

②对试制或改造设备最终形成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各项研发费用：
借：在建工程－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例１８：“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发生试制提取设备领

用材料８万元，支付加工费２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１０万元
贷：原材料 ８万元

银行存款 ２万元
完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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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 ×项目（课题）
贷：在建工程－ × ×项目（课题）

例１９：“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自制提取设备完工入
库并交付使用，试制成本共计１０万元，会计分录为（需要在会计凭证的
摘要中注明是“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试制× ×提取设备
转入）：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贷：在建工程－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１０万元
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或无形资产摊销时：
借：开发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累计折旧或无形资产
例２０：外购设备投入使用的次月计提折旧费用（固定资产按直线法

折旧，折旧年限１０年，净残值为）为（２８ ／ １０ ／ １２）２，３３３元；试制提取
设备投入使用次月计提折旧费用为（１０ ／ １０ ／ １２）８３３元；购买的专有技术
的摊销额（按照采用１０年分期等额摊销方法进行摊销）为（２０ ／ １０ ／ １２）
１，６６６元。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月末摊销外购设备折旧费
借：开发支出－研发费－折旧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２，３３３元
贷：累计折旧 ２３３３元

（２）月末摊销自制提取设备折旧费
借：开发支出－研发费－折旧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８３３元
贷：累计折旧 ８３３元

（３）购买的专有技术费用的摊销额
借：开发支出－研发费－折旧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１，６６６元
贷：无形资产－ × ×专有技术 １，６６６元

月末或项目完成时按照折旧额转销递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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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营业外收入－项目（课题）专项经费拨款

例２１：月末按照计提的折旧额和无形资产摊销额进行转销递延收益，
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收益－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４，８３２元
贷：营业外收入－项目专项经费拨款 ４，８３２元

③发生其他研发费用，应按任务书中规定的预算开支科目设置明细
账，并按实际发生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 × ×科目－ × ×项目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费用化部分会计核算：
例２２：“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用省科技厅拨款支付

外购材料费２５万元、３项发明专利申请费用２万元、测试化验费５万元；
用市科技局配套经费支付材料费３６万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并办妥材料
领用手续，各经济事项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材料费
借：原材料 ６１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６１万元
借：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省科技厅拨款 ２５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静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市科技局拨款３６万元
贷：原材料 ６１万元

（２）支付３项发明专利申请费用
借：主营业务成本－技开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万元

④针对研发项目是否形成无形资产，分别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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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未形成无形资产：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 × ×科目－ × ×项目（课题）
（１）结转材料费（其他科目支出省略）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６１万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 ２５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材料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市科技局拨款 ３６万元

并结转相应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省科技厅拨款－省

科技厅拨款 ２５万元
递延收益－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市科技局拨款
３６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项目专项经费拨款 ６１万元

Ⅱ形成无形资产的：
借：无形资产－ × ×资产

贷：主营业务成本－研发费－ × ×科目－ × ×项目（课题）
形成无形资产后摊销的会计处理比照固定资产折旧。
⑤对应上述开发支出按照会计期间结转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营业外收入－项目（课题）专项经费拨款

（２）企业自筹科研经费部分
企业发生科研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时，应分科研项目在“开发支

出”、“管理费用”、“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明细账进行
核算。具体会计核算账务处理如下：

①购置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或科研所需无形资产时：
借：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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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 × ×科目－ × ×项目（课题）
无形资产－ × ×资产－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例２３：某企业建ＸＸ制剂生产线引进生产线一条，价格３５００万元，
安装调试费２００万元，领用材料配件６０万元，款项已通过银行支付，会
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设备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自筹
３５００万元
在建工程－安装调试－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自筹
２００万元

在建工程－材料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自筹
６０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３７００万元

原材料 ６０万元
例２４：ＸＸ制剂生产线建成交付使用，结转建设成本３７６０万元，会计

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ＸＸ制剂生产线

贷：在建工程－设备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自筹
３５００万元

在建工程－安装调试－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自
筹 ２００万元
在建工程－材料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自
筹） ６０万元

②发生其他研发费用，应按合同预算开支科目设置明细账，并按实际
发生额：

借：开发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自筹）
贷：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例２５：报销差旅费２万元，支付生产线电费５万元，各经济事项会计
分录为：

借：开发支出－研发费－差旅费－ ＸＸ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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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２万元
贷：其他应收款－职工借款－ × × ×

借：开发支出－研发费－燃料及动力费－ ＸＸ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 （自筹） 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５万元

③针对研发项目（课题）是否形成无形资产，分别结转：
Ⅰ未形成无形资产：
借：管理费用－研发费－ × ×科目－ × ×项目（课题）（自筹）

贷：开发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
Ⅱ形成无形资产的：
借：无形资产－ × ×资产

贷：开发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自筹）
３ ． 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因故终止、撤消或项目（课题）未通过

验收，收回部分或全部各级财政科技拨款时：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营业外收入－年初未分配利润
贷：银行存款

４ ． 项目（课题）完成验收后，如有结余资金，分两种情况处理：
①经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留单位继续使用：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营业外收入－ × ×项目（课题）

②按规定上交部分：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银行存款

５ ．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在项目（课题）实施期间出售、转让用财
政科技经费购置的设备、无形资产，应报省科技和财政管理部门批准，处
理所得资金按规定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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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处理所得资金大于资产净值的：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固定资产清理（营业外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贷：银行存款

②处理所得资金小于资产净值的：
借：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省科技厅拨款

递延收益－ × ×项目（课题） － × ×市、县配套
贷：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清理（营业外支出）
其他业务支出

需要注意的是，递延收益的分摊的起点时“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
递延收益分摊的终点是“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或资产被处置时（孰早）”，相
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或结束前被处置（出售、报废、转让等），尚未
摊销的递延收益应当一次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收益，不再予以递延。

第二十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事后补助类项目会计核算
１、企业收到事后补助类项目各级财政科技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
例２６：某企业“ＸＸ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通过申报事后立项事后补

助方式获得立项补助５０万元，获得的资金项目）承担单位可以统筹安排。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５０万元
贷：营业外收入 ５０万元

２、企业收到科技项目贷款贴息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已资本化部分）
财务费用（未资本化部分）
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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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７：某企业申报的“ＸＸＸ自动焊装生产线”项目获省科技厅“四
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立项补助，获得贷款贴息补助资
金１００万元，该生产线已完工转固并交付使用，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１００万元
贷：固定资产—专用设备—ＸＸ自动焊装生产线 １００万元

例２８：某企业申报的“ＸＸ饲料产业化示范”项目获省科技厅“四川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立项补助，获得流动资金
贷款贴息补助资金４０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４０万元
贷：财务费用（或营业外收入）４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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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相关法规、 制度汇编

财政部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国家产品研发专项资金或拨款会计处理问题的请示”收

悉，就来函所述情况，经研究，答复如下：
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

金，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拨款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产部分，从
“专项应付款”科目转入资本公积；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分，经批准冲
减专项应付款。

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产品研究开发专项资金或拨款，应先通过“专项
应付款”科目核算，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指定的研发产品活动所发
生的费用，应按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产成
本”中单列项目核算。待研发成功后，如将研发成果交给国家，并经批准
核销专项应付款的，按应核销金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
产成本”科目；如研发成果留给你公司的，除将发生的费用从“生产成
本”科目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外，还应同时将专项应付款转入资本公
积。如研发的项目将形成固定资产的，则应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
发生的费用，待项目完成结转固定资产或经批准核销时，再按上述原则进
行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
二ＯＯ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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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专项拨款的会计处理解答

“２２个问题解答”与《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中注协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公告第１号）对于专项
拨款的会计处理规定了同样的原则，即应当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相关账务处理具体如下：

（１）拨款项目的相关研发费用的处理
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技

术研究等，在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所指定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实际发生时，应按与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
产成本”科目下单列项目核算。如能确定有关支出最终将形成固定资产，
则应在“在建工程”科目下单列项目归集所发生的费用。

（２）拨款项目完工后的处理
待有关拨款项目完工后，对于形成固定资产并按规定留给企业的，应

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同时，
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形成产品并按规定将产品留归
企业的，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
目，同时，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未形成资产，需核
销的拨款部分，报经批准后，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
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形成的资产按规定应上交国家的，借记“专
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规定应上交
结余的专项拨款，应在上交时，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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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２）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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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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税
前扣除及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６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的居
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
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
务），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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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常
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
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第四条企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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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实际发生的下列
费用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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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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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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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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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八）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第五条对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合作各

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六条对企业委托给外单位进行开发的研发费用，凡符合上述条件

的，由委托方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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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企业根据财务会计核算和研发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发生的研

发费用进行收益化或资本化处理的，可按下述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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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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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允许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均不允许计入研究开发费用。
第九条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

营任务的，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准确、合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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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企业必须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同时必须按照本办
法附表的规定项目，准确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
际发生金额。企业应于年度汇算清缴所得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
办法规定的相应资料。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真实或者资料不齐全的，不
得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申报的结果进行
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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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开发项
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第十一条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如下资料：

（一）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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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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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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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六）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第十二条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在年度中间预缴所得税时，

允许据实计算扣除，在年度终了进行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十三条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
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第十四条企业研究开发费各项目的实际发生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
计算不准确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加计扣除额。

第十五条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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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由集团公司进行集中开发的研究开发项目，其实
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以按照合理的分摊方法在受益集团成员公司间进
行分摊。

第十六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应提供集
中研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该协议或合同应明确规定参与各方在该研
究开发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费用分摊方法等内容。如不提供协议或合
同，研究开发费不得加计扣除。

第十七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集中研究
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应当按照权利和义务、费用支出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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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分摊方法。
第十八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母公司负

责编制集中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书、研究开发费用预算表、决算表和决算
分摊表。

第十九条税企双方对企业集团集中研究开发费的分摊方法和金额有
争议的，如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设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的，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企业
集团成员公司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企业按照省税
务机关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

第二十条本办法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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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１〕７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通知如下：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
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

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
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
理后，在５年（６０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
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
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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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目（课题）的财务管
理，规范补助项目（课题）经费会计核算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四川省有关科技计划和
经费管理规定，制定本指南。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凡获得四川省科
技项目（课题）经费补助的单位，都应按此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条根据项目（课题）的特点，专项经费一般采取无偿补助、贷
款贴息、偿还性补助、风险投资等方式。四川省科技计划专项经费补助项
目（课题）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

１、省财政厅拨入的科技专项经费。
２、各市、县财政按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约定安排的项目配

套资金。
３、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单位自筹资金。
４、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任务书）

约定的通过银行贷款进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借贷资金等。
５、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其他来源用于科技项目（课题）的资金。
第三条按照各种计划类别的资金用途、开支范围等特点，按照财政

科技经费补助方式，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获得的省级财政科技拨款主要
分为一次性拨付、分期拨付和事后补助（包括以奖代补）等三种类别。

１、一次性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拨付后项目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
发费用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省级农业成
果转化资金项目、省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科技创新团队等。

２、分期拨付类是指与省科技厅签订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
（任务书），约定补助标准和开支范围，待项目（课题）中期检查或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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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后再拨付后期经费，拨款后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有后续相关研发费用
发生的经费补助。主要项目（课题）类型包括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省级科技富民专项行
动项目等分期补助项目、科技创新团队培养等。

３、事后补助类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１）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自筹研发资金先行投入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项目，在项目（课题）实施完成并经过申请考核后，按一定比例
一次性拨款的财政补助经费。主要项目（课题）类型有重大科技专项、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２）根据绩效考评结果给予以奖代补或择优进行补助的财政经费。主
要项目类型有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创新型示范试点企业补助、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等。

４、科技部项目（课题）、国家项目（课题）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可比照
分期拨付类项目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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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项目资金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

第四条我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其性质可划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会计核算方式可分为企
业、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四类。社会团体参照民间非盈
利组织核算方式。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核算管理规范，企业科研项目（课题）会计核算一
般可分为企业会计准则（２００６版）、行业会计制度和两种方式。考虑到目
前有部份企业未按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仍然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因
此“指引”明确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资金核算的会计处理
的具体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应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按项
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
专项资金）；执行行业会计制度的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其他
应付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拨入的专项资
金，核算参照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方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项目
（课题）执行单位，应通过“递延收益”科目，按项目（课题）名称核算
拨入的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专项资金），事后补
助类应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

第五条项目（课题）执行单位在使用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时，应严
格按《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约定的支出内容、预算安排支出。

第六条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课题）经费支出应由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按照制度或准则要求，在二级会计科目下合理设置三级
项目预算科目，对科研经费进行单独归集核算，并与本单位的其他正常生
产经营成本费用或其他项目支出合理区分。

第七条对课题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应分别单独核算；同一单位在同
一项目中交叉参加多个课题的应分别按各课题单独核算，严禁将多个课题
进行“混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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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
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八条严禁贪污、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科技项目（课题）专项
资金，更不得将其用于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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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承担单位和项目 （课题）
合作单位的职责

第九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是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
应当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项目
（课题）预算调整审批程序，按时提出财务验收申请，配合做好财务审计、
财务验收等工作，及时按规定办理财务结账手续，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障科研、财务、行政等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实施的全面支撑，积极推
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等科研条件对项目（课题）的开放共享。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使用项目（课
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一般由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国
家有权进行调配。企业使用项目（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企
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强化间接费用的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合理统筹安排绩效支出，提升科研人员工作绩效水平。

第十一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按预算核拨项目（课题）
合作单位经费，根据各合作单位承担的研究任务和专项经费、自筹经费的
预算额度签订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的分解协议，并加强对外拨经费的监督
管理。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不得层层转拨、变
相转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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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 （课题） 资金使用开支范围

第十二条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课题）经费由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包括研究、中间试验
试制等阶段）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开支范围包括：

１ ．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
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专项经费要严格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

２ ．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
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３ ．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
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
用。

４ ．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
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５ ． 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
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
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四川省有关规定执行。

６ ． 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或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照四
川省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７ ．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
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
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８ ．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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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９ ．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

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
费用。

１０ ．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
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

咨询专家 咨询方式 标准（元）
具有或相当于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人员

会议咨询５００ － ８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３００ － ４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６０ － １００ （人／个项目（课题））

其他人员 会议咨询３００ － ５００ （人／天）
（第１、２天）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天）
（第３天以后）

通讯咨询４０ － ８０ （人／次项目（课题））

１１ ． 项目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
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
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
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
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
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国家项目间接费用核定标准请按照国家规
定执行）：

５０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２０％；
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３％；
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不超过１０％。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５％。
第十三条其他政策性引导类科技计划资金
（一）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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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资金应当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支
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示范推广、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项目专项
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或购买专利，进行消化吸收、生产工艺流程改造、技术的适用性改
进和集成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示范应用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示范所需购买
或改造小型仪器设备、低值易耗品以及租用示范场地等发生的费用。

３、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科技人员对项目进行技术
指导、咨询、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４、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所发生
的资料费、讲课费、场所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
１、区域试验与示范费：指由于进行动植物新品种（品系）区域试验

及示范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２、中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费：指由于进行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中

间试验或生产性试验所发生的经费总额。
３、设备仪器购置费：指因开发本产品而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的总

额。
４、培训费：指为推广本项目产品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所发生的费用。
５、业务费及业务管理费：指单位开展本项目的一些零星支出及项目

的依托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条件和服务而提取的少量补偿费。
（三）科技惠民计划
科技惠民计划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和集成示范直接相关费用的补助支出，专项经费开支范围：
１、技术引进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引进新技术、新流程、新工

艺，或购买专利等发生的费用。
２、技术开发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有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生

产工艺流程改进、技术的适用性改进和创新等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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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应用示范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开展技术转化应用、综
合集成和示范等发生的费用。

４、科技服务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聘请有关技术专家对项目进行
技术指导、咨询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５、培训费：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等工作发生的
资料费、专家讲课费、场地租用费、学员食宿补助等费用。

（四）早期扶持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科技创新省级扶持资金（以下简称“早期

扶持资金”）是指为鼓励科技创新，增强早期技术创新和早期成果转化的
抗风险能力，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门扶持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
有关早期创新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

（五）创投补助资金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创投补助资金），

是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
投资及鼓励引导创业投资机构、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
开展投融资服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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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偿补助性项目 （课题） 的预算执行

第十四条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
行。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课题）预
算执行，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核批：

１、项目预算总额，课题间预算调整，应按程序报省科技厅审核，省
财政厅批准。

２、项目总预算不变、项目（课题）合作单位之间以及增加或减少项
目（课题）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应当由项目负责人协助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按原程序报省科技厅批准。

３、项目（课题）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材料费、测试化
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支
出预算如需调整，项目（课题）组和项目（课题）负责人根据实施过程中
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审批，科技厅在
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设备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可按上述
程序调剂用于项目（课题）其他方面支出。间接费用不得调整。

第十六条项目（课题）结存结余经费的管理按照《科技计划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项目（课题）结存经费是指未完成项目（课
题）年度经费预算减去年度实际支出后的余额，项目（课题）在研期间，
结存经费应当留由课题承担单位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课题结余
经费是指课题结束或因故终止时，课题经费总预算减去实际总支出后的余
额，因故终止课题结余经费还应当包括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
的变价收入。课题结余经费应当按原渠道收回科技部或相关主管部门，由
科技厅或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财政部门关于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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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执行医院会计制度单位
项目 （课题） 经费的核算

第十七条收到项目（课题）专项经费的会计核算
１、项目（课题）专项经费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形式下达预算指标的，

应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
类”项级科目设明细账核算财政拨款；同时在“科技项目“明细科目下按
照具体项目（课题）进行明细核算；收到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录
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 ×项目（课题）
例１：某省级医院收到省级财政预算下达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ＸＸ

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效评价”课题１项。课题实施周期三年，经费３０
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５万元。申请零余额用款额度时，会计分录为：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２５万元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技项目－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 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效评价 ２５万元
２、项目（课题）单位收到非财政集中支付形式的财政资金拨款和从

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或单位取得的、具有指定用途、项目（课题）完成后
需要报送有关项目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书面报告的资金所对应的项目
（课题）。拨入项目（课题）资金时，应做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科教项目收入－科技项目收入－ × ×项目（课题）

例２：某卫生部直属医院收到科技部（财政部直接拨款）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ＸＸ病防治研究”课题研究经费５００万元、省科技厅配套研究经
费５０万元，课题实施周期三年，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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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５００万元
贷：科教项目收入－科技项目收入－ ＸＸ病防治研究－国拨
５００万元

借：银行存款 ５０万元
贷：科教项目收入－科技项目收入－ ＸＸ病防治研究－省拨

５０万元
第十八条项目（课题）单位发生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时的会计核

算
１、项目（课题）单位对课题经费的支出核算分三种核算形式：
（１）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形式下达预算指标的，在“财政项目补助支

出？”科目下进行项目（课题）支出费用的归集；
（２）通过非财政集中支付形式的财政资金拨款和从财政部门以外的部

门或单位取得的，在“科教项目支出？”科目下进行项目（课题）支出费
用的归集；

（３）单位为项目（课题）提供的配套资金及自筹资金设立的自选课
题，在“医疗业务成本”科目下进行项目（课题）支出费用的归集。

医疗单位应根据不同的资金来源和拨款方式，在“财政项目补助支
出？”、“科教项目支出？”和“医疗业务成本”科目下进行项目（课题）支
出费用的归集，为保证项目（课题）预算支出科目和会计核算科目的相互
衔接，“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教项目支出？”和“医疗业务成本”科
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支出经济分类”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
并按《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和预算支出
科目的“目”、“节”级支出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在“上述明细科目下按
照具体项目进行明细核算，保证项目（课题）经费预算和会计核算结果的
一致性。

２、项目（课题）发生支出时，应分别根据不同的资金来源和拨款方
式，做会计分录：

借：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技项目－ × ×科目－ × ×项目（课题）
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 × ×科目－ × ×项目（课题）
医疗业务成本－ × ×科目－ × ×项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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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项目（课题）（直接支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项级科目（授权支付）
银行存款或现金

３、若为购置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需应根据不同的资金来源和拨
款方式进行核算（１）用国库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购置不需要安装的固定
资产，会计分录为：

借：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技项目－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功能项级科目－

×项目（课题）（直接支付）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支出功能项级科目（授权支付）

同时：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贷：待冲基金－待冲财政基金

（２）用科教项目收入购置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时，会计分录为：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银行存款
同时：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或一般设备

贷：待冲基金－待冲科教项目基金
注：如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时，应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３：省科技支撑计划“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效评价”课题

支付试剂试药一批，计１４万元、按医院成本价支付医院放射科检测费２
万元、检验科生化检验费０４万元、报销参加学术会费用０５万元，各经
济事项的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试剂试药一批
借：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技项目－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ＸＸ颗粒

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效评价－省拨 １４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１４万元

（２）按医院成本价支付医院放射科检测费、检验科生化检验费
借：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技项目－委托业务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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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效评价－省拨 ２４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２４万元

同时：确认放射科、检验科收入
借：银行存款 ２４万元

贷：医疗收入－放射收入 ２万元
医疗收入－检验收入 ０４万元

（３）报销参加学术会费用
借：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技项目－差旅费－差旅费－ ＸＸ颗粒的开

发研究及临床疗效评价－省拨 ０５万元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０５万元

非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形式下项目（课题）会计核算：
例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ＸＸ病防治研究”课题支付临床试验对照

药品５８万元、临床试验费２６万元、参加大骨节病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费用４２万元、临床试验ＣＲＦ表等有关印刷费０５万元，各经济事项的会
计分录为：

（１）支付临床试验对照药品费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ＸＸ病防

治研究－国拨 ５８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５８万元

（２）支付临床试验费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委托业务费－测试化验加工费－

ＸＸ病防治研究－国拨 ２６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６万元

（３）支付参加大骨节病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费用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会议费－ ＸＸ病防治研究－国拨

２６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６万元

（４）支付临床试验ＣＲＦ表等有关印刷费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印刷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ＸＸ病防治研究－国拨 ０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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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银行存款 ０５万元
例５：省科技支撑计划“ＸＸ病防治研究”课题支付文献资料查新费

０３万元、临床监察员劳务费２万元、临床监察员统计培训会费用０５万
元、临床监察员统计培训会邀请授课需支付专家咨询费０４万元，各经济
事项的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文献资料查新费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委托业务费－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ＸＸ病防治研究－省拨 ０３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３万元

（２）支付临床监察员劳务费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劳务费－劳务费－ ＸＸ病防治研

究－省拨 ２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２万元

（３）支付临床监察员统计培训会费用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会议费－会议费－ ＸＸ病防治研

究－省拨 ０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５万元

（４）支付临床监察员统计培训会邀请授课专家咨询费
借：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咨询费－专家咨询费－ ＸＸ病防

治研究－省拨 ０４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０４万元

例６：按照省科技计划任务书约定，医院为“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
床疗效评价”课题提供配套经费１０万元。课题组支付研究用药品１５万
元、支付举办葛黄解酒颗粒的临床疗效评价学术会费用１６万元、研究生
科研津贴１５万元，各经济事项的会计分录为：

（１）支付研究用药品
借：医疗业务成本－专用材料费－材料费－ 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

床疗效评价－单位配套 １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１５万元

（２）支付举办ＸＸ颗粒的临床疗效评价学术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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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医疗业务成本－会议费－会议费－ 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
效评价－单位配套 １６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１６万元

（３）支付研究生科研津贴
借：医疗业务成本－劳务费－劳务费－ ＸＸ颗粒的开发研究及临床疗

效评价－单位配套 １５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１５万元

第十九条项目（课题）单位在年末财务决算时的会计核算，会计分
录为：

１、结转财政拨款项目，会计分录为：
借：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科技项目－ × ×科目－ × ×项目（课

题）
贷：财政补助结转（余） －财政补助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技
项目－ ×项目（课题）

借：财政补助结转（余） －财政补助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技项目
－ ×项目
贷：财政项目补助支出－科技项目－ × ×科目－ × ×项目（课
题）

２、结转科教项目，会计分录为：
借：科教项目收入－ －科技项目－ × ×科目－ × ×项目（课题）

贷：科教项目结转（余） －科技项目结转（余） － ×项目（课
题）

借：科教项目结转（余） －科技项目结转（余） － ×项目（课题）
贷：科教项目支出－科技项目支出－ × ×科目－ × ×项目（课
题）

将项目（课题）结存专项资金直接转入“财政补助结转（余） －财政
补助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技项目－ ×项目）”、 “科教项目结转（余）
－科技项目结转（余） － ×项目（课题）”，该账户的贷方余额为在研项目
的年度结存经费，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

第二十条项目（课题）验收及项目（课题）结余经费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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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完成验收后，如有结余资金（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
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收回原渠道，并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结余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规定缴回原拨款渠道时，会计分录为：
借：财政补助结转（余） －财政补助结转－项目支出结转－科技项目

－ ×项目（课题）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授权支付）或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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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相关法规、 制度汇编

财政部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国家产品研发专项资金或拨款会计处理问题的请示”收

悉，就来函所述情况，经研究，答复如下：
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资

金，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拨款项目完成后形成的资产部分，从
“专项应付款”科目转入资本公积；未形成资产需核销的部分，经批准冲
减专项应付款。

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产品研究开发专项资金或拨款，应先通过“专项
应付款”科目核算，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指定的研发产品活动所发
生的费用，应按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产成
本”中单列项目核算。待研发成功后，如将研发成果交给国家，并经批准
核销专项应付款的，按应核销金额，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
产成本”科目；如研发成果留给你公司的，除将发生的费用从“生产成
本”科目结转至“库存商品”科目外，还应同时将专项应付款转入资本公
积。如研发的项目将形成固定资产的，则应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
发生的费用，待项目完成结转固定资产或经批准核销时，再按上述原则进
行处理。

财政部会计司
二ＯＯ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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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专项拨款的会计处理解答

“２２个问题解答”与《关于对国家专项科研开发费用核算的复函》
（财会便〔２００２〕３６号，中注协专家技术援助小组公告第１号）对于专项
拨款的会计处理规定了同样的原则，即应当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
算，相关账务处理具体如下：

（１）拨款项目的相关研发费用的处理
企业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技

术研究等，在为完成承担的国家专项拨款所指定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实际发生时，应按与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归集，并在“生
产成本”科目下单列项目核算。如能确定有关支出最终将形成固定资产，
则应在“在建工程”科目下单列项目归集所发生的费用。

（２）拨款项目完工后的处理
待有关拨款项目完工后，对于形成固定资产并按规定留给企业的，应

按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同时，
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形成产品并按规定将产品留归
企业的，应按实际成本，借记“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生产成本”科
目，同时，借记“专项应付款”，贷记“资本公积”，对未形成资产，需核
销的拨款部分，报经批准后，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
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形成的资产按规定应上交国家的，借记“专
项应付款”科目，贷记“生产成本”、“在建工程”等科目；对规定应上交
结余的专项拨款，应在上交时，借记“专项应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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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６号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１）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
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２）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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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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税
前扣除及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６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发费用的居
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研究开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
技术、工艺、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服
务），是指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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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企业产品（服务）的常
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
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第四条企业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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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实际发生的下列
费用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规定实行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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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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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四）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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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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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八）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
第五条对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由合作各

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六条对企业委托给外单位进行开发的研发费用，凡符合上述条件

的，由委托方按照规定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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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企业根据财务会计核算和研发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发生的研

发费用进行收益化或资本化处理的，可按下述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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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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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允许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均不允许计入研究开发费用。
第九条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

营任务的，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准确、合理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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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企业必须对研究开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同时必须按照本办
法附表的规定项目，准确归集填写年度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实
际发生金额。企业应于年度汇算清缴所得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
办法规定的相应资料。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真实或者资料不齐全的，不
得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申报的结果进行
合理调整。

—４４１—



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个研究开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开发项
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额。

第十一条企业申请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如下资料：

（一）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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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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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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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
（六）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
第十二条企业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在年度中间预缴所得税时，

允许据实计算扣除，在年度终了进行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第十三条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
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第十四条企业研究开发费各项目的实际发生额归集不准确、汇总额
计算不准确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加计扣除额。

第十五条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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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由集团公司进行集中开发的研究开发项目，其实
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可以按照合理的分摊方法在受益集团成员公司间进
行分摊。

第十六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应提供集
中研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该协议或合同应明确规定参与各方在该研
究开发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费用分摊方法等内容。如不提供协议或合
同，研究开发费不得加计扣除。

第十七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集中研究
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应当按照权利和义务、费用支出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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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分摊方法。
第十八条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企业集团母公司负

责编制集中研究开发项目的立项书、研究开发费用预算表、决算表和决算
分摊表。

第十九条税企双方对企业集团集中研究开发费的分摊方法和金额有
争议的，如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设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的，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企业
集团成员公司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企业按照省税
务机关的裁决意见扣除实际分摊的研究开发费。

第二十条本办法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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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１〕７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１２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通知如下：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
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

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
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
理后，在５年（６０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
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
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本通知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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