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对于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更是重中之重，

因为所涉及的财务数据不仅要对公司负责，还要对科技部、财政部、税务部负责，

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公司老板负责。

首先，科技部要求高新技术企业一大费用和一大收入要达标，即近三年研发费用

与企业销售收入的占比和近一年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收入与销售收入的占比，并且

每年还需要向国家科技部负责的火炬系统在线如实填报企业经营数据，如稍有不

慎即有可能出现差错，日后指不定出什么乱子，所以这就要求财务们达到“事前

科学规划，事后艺术处理”的高难度、高专业、高标准的三高工作能力。

其次，财政部对企业的各类费用也有指标要求，分别是销售收入 5000万以下规

模的企业研发费用不低于 5%，5000万-2 亿规模企业不低于 4%，2 亿以上规模的

企业不低于 3%，近一年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收入不低于销售收入 60%的硬性要求，

且内设研发费用科目，以上的财务指标需要在财政部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

方才可以。

最后，要负责的是税务局，已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减免 10%企业所

得税，只需缴纳 15%。在强大的“金税三期”面前，要想通过其他路径实现减负着

实不易，所以财务人员一定要记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下证后第一时间到税务局备

案，为后期企业减免所得税做提前报备。

高新企业在申报过程中，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高新辅导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介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高新

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佐证材料；在对研发费用的认定与归集上，从产品立项

和预算管理、人员管理、设备及材料管理、委托外部研发管理、结项管理等流程

分析中识别研究开发费用的关键控制点，对研发费用实施了进一步审计程序。但

有部分事务所不按照要求去执行，给审计报告的权威性和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通

过率带来一定的风险。

一、事务所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1、缺乏风险导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指引》要求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坚持原则，办事

公正，据实出具专项报告，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由认定

机构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公告。中介机构要了解申报企业研发项

目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 产品的实际情况及其所处的整个市场环境；

2、缺乏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归集、核算及其佐证材料

大部分企业未专门设置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同时在高新收入的

确认上，未取得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佐证材料，如知识产权受理通知书或者授

权证书、新产品新技术证明、检测报告、查新报告、销售发票等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

3、研发费用的明细账、核算、凭证完整性不够

（1）未获取并查看研发费用明细账，审计前并未充分调研并获得审计证据，无

法确认研发费用科目设置情况及研发费用核算情况；

（2）未获取在研发费用分配标准是否合理的相关资料；

（3）研发人员的确认：未取得全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社保证明、工资分配标

准等；

未取得科技人员汇总表，研发职能模糊；

（4）研发人员工资费用的确认。

（5）研发费用直接投入的确认

未取得原材料明细账，如购入、入库、领料单、结存、研发项目分配等证据，无

法确认直接投入的真实性及与研发项目的相关性；

（6）研发费用折旧及长期待摊费用的确认：未取得固定资产明细账和研发设备

明细等证据，无法确认是否用于研发；未取得研发设备计提折旧测算表，无法确

认研发设备折旧计提的正确性；

（7）研发费用中其他费用的确认：未检查管理费用明细账、费用分摊表、相关

分配依据、费用发票等证据；未关注其他费用金额是否低于研发费用总额的 20%；

4、专项审计和年度审计相悖

部分事务所未获取近三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及纳税申报表，底稿编制混乱，专审报



告数据、纳税申报表、年报审计数据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并且未实施进一步审计

程序。

二、申报过程中财务审计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关注高新产品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是否相符

2、关注本期主要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毛利率并与上期比较，关注收入与成本

是否配比，检查是否异常，两期之间是否存在异常波动，如有异常波动，应当查

明原因

3、关注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和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的重大错报风险，明确

管控程序和审计程序，获取充分、合理的审计证据，得出相应的审计结论，作为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4、关注单位时间段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波动情况，分析其变动趋势是否

正常，是否涉及重大的关联方交易，是否符合申报企业的经营规律(如季节性、

周期性等)，查明异常现象和重大波动的原因

5、关注技术性收入中当期开始提供劳务、跨期完工的技术承包、技术服务、接

受委托科研等合同，检查其是否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包括检查相关合同

或协议、完工进度确认文件以及收款记录，关注完工进度的确认方法是否合理

6、高度关注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确认方法是否与财务报表所采用的收入

确认方法一致，是否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前后各期是否

保持一致；关注周期性、偶然性的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是否符合既定的收入确认原

则、方法

7、将各研发项目的研发费用(科目)进行结构性分析，判断其合理性，作出相应

记录

8、高度关注人员人工的费用核算是否合理，应重点检查和关注整个人工费用结

算的凭证和佐证资料，确定研发人员的工资费用是否真实、准确

9、关注企业现金流量表、研发费用明细表中的人员推算的平均人员工资是否存

在异常

10、对于直接投入应重点关注研发支出、管理费用、原材料明细账、原材料购入、

领料、结存明细表、研发项目分配表等，确认其结转研发费用合理性、金额的准



确性

11、高度关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项目，属于研究开发项目和非研究开

发项目共用的资产，应检查折旧或摊销的分配方法是否合理，且前后各期是否保

持一致，分配的金额是否正确

12、高度关注设计费用的付款申请审批单据，确认其费用发生的真实性、金额的

准确性，委外设计费需关注协议

13、关注无形资产的真实性及摊销金额的准确性，如属于多个项目使用的，按各

项研发项目使用的工作量等方法计算后计入

14、高度关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投入项目，检查研究开发项目中委托外部研究开

发的投入额是否按 80%计入研究开发费用总额，若超过 80％，申报企业必须作

出调整

15、关注其他费用金额不高于研发费用总额的 20%，如属于多个项目的，按单个

项目直接投入占总投入比例进行分摊，若费用较小则直接计入某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