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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  讲课目的

1、企业怎么做(写清楚)

讲课目的：规范企业研发项目管理，研发项目顺利通过鉴定

企业按照研发活动的概念和定义来描述自己的研发项目

鉴定专家按照研发活动的概念和定义来判断项目是否属于研发活动

2、鉴定专家怎么做（看明白）

为了确保企业竞争优势，推动企业高速发展与成长，研发活动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由“备案管理”改为“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意味着企业需要自主地判

定所从事的活动是否符合“研发活动”，才能在后续的政府部门管理中满足要求，顺利享受加计扣除

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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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章  研发活动的概念和特征

2.1 研发活动的概念

研发活动有不同的定义，需要从科技、企业会计财务、企业所得税法等多个角度对研发活动的内涵有个

全面的认识。

n 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的定义：为增加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

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

n 经济合作组织 （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的定义：与目前现状相比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技术

进步；集中投入了研究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共同努力；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包括有关方

法论的复杂性，以及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和过程以实现结果。

n 核心：要有实质性改进，具有明显的创新成分，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科技对研发活动的界定：



8 第二章  研发活动的概念和特征

2.1 研发活动的概念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研究开发项目，应分为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

n 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研究是探索性的，旨在为进

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

n 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

改进的产品。开发阶段应是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

本条件。比如，生产前的原型和模型的设计、建造和测试，不具有商业性生产经济规模的试生产设施的

设计、建造和运营等，均属于开发活动。

2、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对研发活动的界定：



9 第二章  研发活动的概念和特征

2.1 研发活动的概念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研究与开发活动是指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所进行的活动。

n 研究和开发活动是指为了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和服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质量可靠、成本可行、具有

创新性的产品、材料、装置、工艺和服务的系统性活动。

2、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对研发活动的界定：

3、企业所得税法对研发活动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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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企业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

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



10 第二章  研发活动的概念和特征

2.1 研发活动的概念

案例：

        在1821年，英国科学家戴维和法拉第发明了一种叫电弧灯的电灯，这种电灯光线刺眼，耗电量大，寿

命也不长，因此很不实用。（需要改进）

       爱迪生开始试验能作为灯丝的材料：用传统的炭条作灯丝，一通电就断了。用钌、铬等金属作灯丝，

通电后，亮了片刻就被烧断。用白金丝作灯丝，效果也不理想。爱迪生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一次次的试

验，一次次的失败，很多专家都认为电灯的前途黯淡。英国一些著名专家甚至讥讽爱迪生的研究是“毫无意

义的”。一些记者也报道：“爱迪生的理想已成泡影。” （专家的意见，没有人能判断未知领域的事物）

      1小时，2小时，3小时……这盏电灯足足亮了45小时，灯丝才被烧断。这是人类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

灯。这一天——1879年10月21日，后来被人们定为电灯发明日。

     几十年后，又对它进行了改进，即用钨丝作灯丝，并在灯泡内充入隋性气体氮或氩。灯泡的寿命又延长

了许多。（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研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