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问：企业预缴申报时，是否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答：第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规定：“一、关于 2021 年度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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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时，可以自主选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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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税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二）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采取“真实发生、自行判别、申报享受、

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由企业依据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支出，自行计

算加计扣除金额，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

类)》享受税收优惠，并根据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情况(前三季度)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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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7012)与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一并留存备查。

……

四、执行时间

本公告第一条适用于 2021 年度。”

第二，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规定：“二、企业预缴申报当年

第 3季度（按季预缴）或 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行选择就当

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

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自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享受税收优惠，并根据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的研发费用情况（上半年）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与相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一并

留存备查。

企业办理第 3季度或 9月份预缴申报时，未选择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的，可在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

四、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问：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否受征收方式的限定？



答：从 2014 年开始，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时，

不再受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的限定，也就是说，无论企业所得税实行查账征收方

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

3、问：企业在预缴时可以自主选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规

定，是仅限于 2021 年度还是以后年度均可享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企业 10 月份预

缴申报第 3季度（按季预缴）或 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自主选

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仅适用于 2021 年度。

4、问：对制造业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有特殊规定？

答：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3 号）第一条规定，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

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

的基础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5、问：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应当如何计算可以加计扣除的

其他相关费用？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8 号)规定：“三、关于其他相关费用限额计算的

问题

（一）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开展多项研发活动的，由原来按照每一研发项

目分别计算“其他相关费用”限额，改为统一计算全部研发项目“其他相关费用”

限额。

企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第一条第(一)项“允许加计扣除

的研发费用”第 6目规定的“其他相关费用”的限额，其中资本化项目发生的费

用在形成无形资产的年度统一纳入计算：



全部研发项目的其他相关费用限额=全部研发项目的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之和

×10%/(1-10%)

“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是指财税〔2015〕119 号文件第一条第(一)项“允许加

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第 1目至第 5目费用，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

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和“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

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二）当“其他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数小于限额时，按实际发生数计算税前加计

扣除额；当“其他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数大于限额时，按限额计算税前加计扣除

额。”

6、问：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什么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答：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第三十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

（二）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12 号）第九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所称企业安置

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是指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

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残

疾人员的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

三、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0 号）规定:“一、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

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支付

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

企业就支付给残疾职工的工资，在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允许据实计算扣

除；在年度终了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

定计算加计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