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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海珠

国庆长假后，不少台州企业
的财务人员着手准备 10月征期的
纳税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
政策、住房租赁税收优惠政策等
都从 10月起兑现。其中，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首次在所得税预缴
环节享受，是今年减税降费的一
个“重头戏”。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指企
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在实际发生
支出数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
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的扣除数额进行加计扣除。

那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作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一项
重要税收优惠政策，有什么新变
化？台州企业又该如何享受这一
政策红利？昨日，记者采访了国家
税务总局台州市税务局。

提前兑现红利，缓解
资金压力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研发积极
性，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国家税务
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
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按新政策规定，今年起，制造
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75%提高到 100%。简单来说，相当
于企业每投入 100 万元符合条件
的研发费用，可在应纳税所得额
中翻倍扣除 200万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
企业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税收优
惠政策。《公告》明确，2021 年 10
月份纳税申报期，在允许企业享
受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

础上，将再增加一个季度的优惠。
“按照该项政策以前的相关

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属于汇缴享受的优惠项
目，即企业当年发生研发费用，
需在第二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才能
加计扣除。该项政策今年发生了
变化，企业可在当年 10 月份预缴
申报第三季度或 9 月份企业所得
税时，自主选择就当年前三季度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享受加计
扣除优惠。”国家税务总局台州
市税务局所得税科主要负责人
表示，企业 10 月份享受加计扣除
优惠时，只需在预缴申报表中填
写优惠事项名称和加计扣除金
额，其他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如何让市场主体应享快享这
项重磅政策利好？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便民办税文
件，政策红利由原先的第二年汇
缴才能享受调整为当年就可以享
受，在今年 10 月份预缴申报就能
提前兑现，促进企业提前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增加流动
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这项政策也深受制造业企业
的欢迎。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红
利提前兑现，让我们在研发投入
上更有信心和底气。近年来，汽
车零部件行业受原材料成本大
幅上涨的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存
在一定困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在扣除比例、享受时间上的
调整，缓解了资金压力。”浙江凯
名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建国说。

调整辅助账样式，减少
工作量

为便于企业准备合规的研发
费用辅助账，税务总局 2015 年制
发《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 计 扣 除 政 策 有 关 问 题 的 公
告》，发布了 2015 版研发支出辅

助账样式，对帮助纳税人准确归
集研发费用和享受优惠政策起
到积极作用。

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部分
中小微企业财务核算水平不高，
准确归集、填写 2015 版研发支出
辅助账有一定难度，为让中小微
企业便利合规享受此项优惠政
策 ，此 次《公 告》增 设 了 2021 版
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精简辅助
账信息，调整优化操作口径，便
于纳税人准确归集核算，便捷享
优惠。

记者了解到，《公告》对企业
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留存备查资
料进行了优化简化，由 2015 版“4
张辅助账+1 张汇总表”的辅助账
体 系 ，调 整 为 2021 版“1 张 辅 助
账+1张汇总表”，总体上减少辅助
账样式的数量，降低了填写难度。

除此之外，2021 版研发支出
辅助账样式仅要求企业填写人员
人工等六大类费用合计，不再填
写具体明细费用，同时删除了部
分会计信息，减少了企业填写的
工作量。

“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的定
位是为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提供一个参照使用的样本，不强
制执行。因此，2021 版研发支出
辅助账样式发布后，2015 版研发
支出辅助账样式继续有效，纳税
人可以结合自身财务核算情况，
选择使用。需要说明的是，继续
使用 2015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
式的企业，可以参考 2021 版研发
支出辅助账样式对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其他相关费用’限额的
计算公式等进行相应调整，可以
进一步享受优惠政策。”该负责
人说。

优化计算方法，减轻
办税负担

制 造 业 是 国 家 经 济 命 脉 所
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021
年 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
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和改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清缴核算方式，这在此次发布的

《公告》中也有所体现。
原先需要按照每一项目分别

计算其他相关费用限额，对于有
多个研发项目的企业，有的研发
项 目 其 他 相 关 费 用 占 比 不 到
10%，有的超过 10%，不同研发项
目的限额不能调剂使用，计算繁
琐。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方便
计算，让企业更多地享受优惠，

《公告》将“其他相关费用”限额的
计算方法调整为按全部项目统一
计算，不再分项目计算。

“按照《公告》要求，企业在一
个纳税年度内同时开展多项研发
活动，不用分别计算‘其他相关费
用’限额，只需按照全部研发项目
的‘其他相关费用’=全部研发项
目的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之和×
10％/(1-10%)这一计算公式统一
计算即可。”该负责人说。

举个例子，假设某公司 2021
年度有 A 和 B 两个研发项目。项
目 A 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之和为
90万元，“其他相关费用”为 12万
元；项目 B 人员人工等五项费用
之和为 100万元，“其他相关费用”
为 8万元。

按照原先的计算方式，项目A
的其他相关费用限额为 10 万元
[计算如下：90*10%/(1-10%)=10]，
按照孰小原则，可加计扣除的其
他相关费用为 10 万元；项目 B 的
其他相关费用限额为 11.11 万元
[ 计 算 如 下 ：100*10%/(1- 10% ) =
11.11]，按照孰小原则，可加计扣
除的其他相关费用为 8万元。两个
项目可加计扣除的其他相关费用
合计为 18万元。

按照《公告》明确的计算方
法，两个项目的其他相关费用限
额为 21.11 万元 [计算如下：(90＋
100)*10%/(1-10%)=21.11]，按照孰
小原则，可加计扣除的其他相关
费用为 20 万元（计算如下：12＋
8=20），不仅优惠力度更大，并且
仅需计算一次，还大大减轻了财
务人员的工作量。

今年减税降费一个“重头戏”落地

加计扣除
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底气 本报讯（记者李 平 通讯员赵一

益）昨日，记者从台州市商务局了解
到，在经历了三次“云”展会后，10月15
日至 19日，第 130届广交会将首次以
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在广州举办。台
州 600 家外贸企业线上参展，其中有
239家外贸企业参加线下展，并以 928
个线下展位数居浙江交易团第一（杭
州、宁波除外）。

广交会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此
前三届广交会均在线上举办，本届广交
会时隔两年后再次恢复线下办展。

因疫情防控需要，本届展会时间
压缩到 5天，仍按 16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线上展保持原有约6万个展位
的规模不变；线下规模缩减至约2万个
展位，以品牌展位及新能源展位为参

展主体，有7500家企业参展，是疫情下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线下展会。

面对广交会新变化，台州企业如
何备战？

据了解，此次广交会我市线上参展
共有 600家外贸企业，展位总数 1707
个，其中线下参展 239家外贸企业，约
占参展企业的四成，展位总数 928个。
展品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五金工具、
机械、卫浴设备、日用消费品等类别，充
分体现了“台州制造”的特色。

浙江菲格尔卫浴有限公司为抓住
广交会上带来的商机，兵分两路筹展，
线下布置了本届广交会品牌展区主通
道的4个展位；线上精心筹备了6场直
播推荐本年度新款产品，并改造样品
间、重新拍摄了宣传片和样品间VR，
以期线上线下、国际国内多接订单。

线上线下融合抢订单

台州600家外贸企业
积极备战广交会

本报讯（通讯员朱旦琪）近日，走
进临海本地最大的连锁超市耀达超
市，就会发现入口处多了一组绿色背
景的专柜，消费者只要扫描专柜产品
上的“浙食链”二维码，便可轻松获得
食品的产地、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
信息。

“这个食品专柜是为临海本地食
品生产企业所设，上面所有的产品都
印着‘浙食链’二维码，将地产食品放
在最醒目的位置销售，就是要让市民
知道我们临海本地的特色产品。”耀

达集团的许经理介绍。
据悉，“浙食链”系统是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开发的食品安全追溯
闭环管理系统，以产品统一赋码的形
式，全面归集了食品从农田（车间）到
餐桌全过程生产流通交易数据。

为全面推进本地食品生产企业
“浙食链”系统更好地落地运用，临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沟通协调，推
进双向搭建，得到本土大型连锁商超
耀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该
局指导建议下，耀达商超为本地“浙

食链”食品进驻超市实行“三免费”：
免商超入场费，免专柜展销费，免人
员进驻促销费。

目前，该市耀达商超旗下共 8个
大中型门店已全面设立专柜，第一批
共上架本地“浙食链”产品17种。

“浙食链”地产食品进驻本地超
市，积极推动了“浙食链”在本土市
场的全链条搭建，同时推动了本地
食品生产企业为进驻外资超市而自
我加压，全面升级品牌形象，在群众
监督下主动提升自身食品安全水

平，让消费者买卖明白、消费透明、
吃得放心。

“下阶段，我们将继续与本土其
他大中型商超、土特产用品店、农村
家宴中心等进行沟通协调，设立‘浙
食链’食品专柜，免费代销地产‘浙食
链’产品，大力推进‘浙食链’在本地
食品生产企业的运用落地，提高地产

‘浙食链’产品的知名度及在本地市
场的占有份额，全力助推食品产业发
展。”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

扫码便可获知食品的产地、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信息

临海设立本土“浙食链”产品连锁商超专柜

企业名片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 年，位于台州市滨海工业园区，
在塑料家具研发方面有着相当高的专
业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台州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走原创发展之
路，是行业内首家与国际知名设计师
合作开发自主版权产品的企业，形成
了独有的设计语言，并贯穿于所有系
列家具的设计中。

本报记者章 韵

“模仿没有出路。因为没有利润，
企业就没法发展，所以我们一直致力
于走原创发展之路。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年产值才能从 5000万元跃升
至 2亿多元。”日前，浙江森川家具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罗万象说。

原创带来爆发式增长

罗万象介绍，森川家具原先是给
家具厂做配套产品的，后来转型成生
产全塑料椅子，再过渡到生产塑钢椅
子，直到 2009 年才坚定了生产原创
设计椅子的道路。

“走原创设计之路，意味着要投
入大量研发资金，而且能不能走出一
条自己的路也是未知数。”罗万象说，
2013年以前，公司以出口为主，占到
了 90%，那时大部分的国内家具生产
企业都以仿制为主，基本无需投入研
发费用，而森川家具每年都要投入年
产值的 6%用于研发设计，这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都未见明显的产出回报。

“那时候，有很多的质疑声，国外
有那么多的经典款式可供模仿，为什
么不学？何必要自己投资金研发设
计？而且未必比那些经典款受消费者
欢迎。”

罗万象坦言，仿制，在国内家具
产业发展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
可观的红利，但这条路走不长久。“那
段时间，国内的家具厂靠的是低成
本。但随着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个性化

及对品牌品质要求的提升，仿制意味
着薄利，支撑不了企业进一步发展。”

2016 年至 2018 年，是国内家具
行业的黄金发展期，消费者品牌意识
增强，国内潮流从欧式、美式、新中
式、北欧极简风轮番盛行。

“我们正是因为前 6年坚持了原
创设计，有了积淀，才得以在这 3 年
中迎来爆发式增长，每年的产值基本
保持在35%以上的增长。”罗万象说。

顺势开发国内市场

罗万象说，这些年来，森川家具
成立设计研发中心和家具检测中心，
并在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台州湾
新区分局的帮助下，申请开发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等 150 余
项，培养了一支专业研发队伍，为国
内外多家知名家居品牌提供研发与
设计输出。而爆发式增长的 3 年中，
最为重要的是顺势打开了国内市场，
使得国内的市场份额占到了50%。

“对于外贸出口型企业来说，外
贸转内贸是不容易的，我们是刚好赶
上了一个好时期。”罗万象说，如今森
川家具赢得了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良好市场口碑，是 BoConcept、HAY、
顾家家居、百盛餐饮集团、华住酒店
集团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国内市场主要是公区的
产品为主，比如肯德基的桌椅、华住
酒店集团旗下酒店的桌椅等都是出
自我们森川家具。”

关于公司下一步的发展，罗万象
说，去年受疫情影响，年销售额下降
了 30%左右。仔细分析研究后发现，
同样是家具产品，所有家居类的产品
却逆势飘红，公区类产品都受影响。
与此同时，公司去年与一名知名抖音
大咖合作，一把售价 48 元的椅子创
下了2分钟销售4万多件的销量。

“为此，我们下一步将着手设计
开发家居类产品，也是走原创路线，
计划投入 1200 万元，经过三四年的
市场培育，打开更大的国内市场。这
个市场约有 5个亿，我们有信心分得
一杯羹。”罗万象说。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坚持“原创”
赢得快速发展

10 月8日，玉环市栈
头渔港，渔民们正从渔网
中取出鲳鱼，以26元每公
斤的价格销往市场。船老
大表示，头天晚上第一网
上来就挂满鲳鱼，获得了
大丰收。近年来，东海渔
业资源获得了休养生息，
鲳鱼、梭子蟹等经济品种
资源量明显回升。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摄

玉环：鲳鱼获丰收

10月10日，仙居县双庙乡至方岩背旅游公路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近年来，仙
居县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乡路网布局，将县域内高速公路、国省
道公路与农村公路无缝连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有力地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和农产品的流通，促进了乡村振兴、农民致富。 本报通讯员王华斌摄

仙居：公路畅 乡村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