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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伊1年 12月 31日，首先根据“应付债券”明细账户

的余额之和计算 20伊1年初的摊余成本越5 000 000垣200 000越

5 200 000（元）。然后计算下列数值：本期利息费用越5 200 000伊

4.3%越223 600（元），本期应付利息越5 000 000伊6%越300 000

（元），本期利息调整（溢价）摊销越300 000原223 600越76 400

（元）。借：在建工程 223 600，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6 400；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00 000。

（3）20伊2年 12月 31日，首先根据“应付债券”三个明细

账户的余额之和计算 20伊2 年初的摊余成本越5 000 000垣

123 600垣300 000越5 423 600（元）。然后计算下列数值：本期利息

费用越5423600伊4.3%越233214.8（元），本期应付利息越5000 000伊

6%越300 000（元），本期利息调整（溢价）摊销越300 000原

233 214.8越66 785.2（元）。借：在建工程 233 214.8，应付债

券———利息调整 66 785.2；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00 000。

（4）20伊3年 12月 31日，债券到期，支付本息。为保证“利

息调整”额在债券存续期内摊销完毕，债券到期当期的“利息

调整”额的摊销额要采用“倒挤法”计算，再根据应计利息的

数额和利息调整的摊销数额倒推出本期计入财务费用的金

额。借：财务费用 243 185.2，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56 814.8；

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300 000。借：应付债券———面值

5 000 000、———应计利息 900 000；贷：银行存款 5 900 000。

由上述例题解析可以看出，采用“T型账户法”再结合本

文中总结的公式来进行企业应付债券的核算，要比编制“应付

债券利息摊销表”更直观、更形象，而且更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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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会计处理问题再思考

【摘要】研发支出在企业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本文从会计核算角度分析如何划分研究阶段与开发

阶段，通过实例对研发支出的费用化或资本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就研发支出的账务处理、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后续计量

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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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内部为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等发生的研

究与开发费用，如何判断其是否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和相关

特征，是否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利益，以及成本能否可靠

计量？本文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实例进行探讨，以使现行会计准

则在实践中更具操作性。

一、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应如何划分

《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CAS 6）规定，企

业内部研究和开发无形资产，其在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费用

化，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条件的资本化，不符

合资本化条件的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确实无法区分研究阶段

和开发阶段的支出，应将其所发生的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计

入当期损益。由此可见，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正确划分对研

发支出的资本化或费用化处理至关重要。

目前，很多教材都采用列举的方法划分研究阶段与开发

阶段。但列举的方法不可能囊括所有可能的情形，还是需要尽

量对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进行明确的划分。对此我们是这么

理解的：研究阶段相当于整个研发工作的准备阶段，主要进行

的是一些调研活动，如资料收集和市场调查等，具有计划性和

探索性，一般不会形成阶段性的成果；而开发阶段则是在研究

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质性的设计活动，这一阶段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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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针对性，形成成果的可能性较大。

可以进一步从以下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淤对象不同。研

究阶段一般目标不具体，很难具体化到特定项目；开发阶段的

目标往往是针对特定产品、工艺等。于风险不同。研究阶段成

功概率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开发阶段成功概率较

高，风险较小。盂成果不同。研究阶段多是研究报告等基础性

成果；开发阶段的成果则多是具体的新技术、新产品等。

二、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何时转入当期损益，是否需要通过

“研发支出”科目归集

CAS 6规定，研究阶段的支出和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

条件的支出应费用化。于是有些人认为，这些费用化的支出可

直接计入发生当期的损益，不必通过“研发支出”这个会计科

目。对此笔者有不同观点：首先，从“研发支出”这个会计科目

的属性来看，它属于成本类科目，原本就是用来归集企业研发

支出发生额的，并且将企业所有的研发支出记入这个科目，在

实务中更方便我们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如果将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研发支出的数据会比较零散，不便

于统计。

进一步说，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发生后，在月末应及时将其

余额转入发生当期损益（管理费用），而目前注会教材为简化

核算，将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和资本化的研发支出的转出放在

一起，而且时点选择为无形资产已达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这样

标注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也必须等

到形成无形资产时再转入当期损益。事实上，费用化的研发支

出在发生当期（月末）就应该转入当期损益。“研发支出”这个

科目的借方期末余额反映的仅是企业正在进行的无形资产研

究开发项目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1：2010年 12月，甲公司经董事会批准研发某项新产

品专利技术。甲公司董事会认为，研发该项目具有可靠的技

术、人力、财务等资源的支持，一旦开发成功，能降低该公司产

品的生产成本。该公司在研发过程中，总计发生支出 50万元，

其中费用化的支出 20万元、资本化的支出 30万元。至年末，

该专利技术还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按前面阐述的思路，可做以下会计分录：淤研发支出发生

时：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200 000、———资本化支出

300 000；贷：银行存款等 500 000。于年末：借：管理费用

200 000；贷：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200 000。因为年末该

专利技术还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以资本化的研发支出

暂时不能转入“无形资产”科目核算。

三、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如果涉及原材料的领用，是否需要

转出相应的增值税

目前，所有的教材对资本化的研发支出中涉及原材料领

用时，都只考虑了原材料的成本，并没有将其相应的增值税转

出，对此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无形资产和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

一样，都属于不能抵扣增值税的项目，在无形资产形成过程中

发生的原材料领用，按《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

定，属于将原材料直接用于非应税项目，类似于企业不动产在

建工程领用原材料，应将其对应的增值税转出。而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中原材料的领用与行政管理部门领用原材料近似，不

需转出增值税。因此，在研发支出中涉及原材料领用的，只需

将其资本化部分耗用的原材料相应的增值税转出。下面通过

一个例题进行说明：

例 2：2011年 6月，甲公司经董事会批准研发某项新产品

专利技术。该公司在研发过程中发生材料费 100万元，其中属

于费用化的材料费支出 40万元、属于资本化的材料费支出

60万元。

按《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中领用的原材料不需转出相应的增值税，资本化的研

发支出耗用的原材料相应的增值税应转出，会计分录为：借：

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400 000、———资本化支出 702 000；

贷：原材料 1 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102 000。

四、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如何进行后续计量

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后续计量中，首先应判断其是否

属于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因为只有使用寿命确定的无

形资产才需要摊销。在估计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时，我们通常应

考虑该资产所生产的产品的寿命周期、市场需求情况等因素。

摊销时应依据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

式，采用合理的摊销方法。

对于受技术陈旧因素影响较大的专利权和专有技术等无

形资产，可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如类似固定资产的双倍余额

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对于有特定产量限制的专利权，可采用

类似工作量法进行摊销。如无法可靠确定其经济利益预期实

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如果专门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或者形成其他资产，其所包含的

经济利益是通过转入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他资产中实现的，则

其摊销费用应计入相关产品或资产的成本。如企业内部研发

形成的某项专利技术专门用于某种产品的生产，其摊销费用

构成所生产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应计入制造费用。现举例说明

如下：

例 3：乙公司 2010年 1月 1日内部研发形成的专利权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成本为 3 000 000元，具体构成如下：人工

费用 1 500 000 元，使用其他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500 000

元，用银行存款支付其他费用 1 000 000元。已知该专利权预

计使用寿命为 6年，该项专利权用于产品的生产。

按前述观点，会计分录如下：淤研发支出发生时：借：研发

支出——资本化支出 3 000 000；贷：应付职工薪酬 1 500 000，

累计摊销 500 000，银行存款 1 000 000。于2010年初，该专利

权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借：无形资产 3 000 000；贷：研发支

出———资本化支出 3 000 000。盂2010年末，对该使用寿命确

定的专利权进行摊销：借：制造费用 500 000；贷：累计摊销

5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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