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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支出在现金流量表的两种列示方法

由于研发活动对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

的规定研发支出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示方法，实务工作中这

个项目的编报口径出现了不一致之处。目前大体有两种列示

方法：第一种列示方法是将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列入“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中，将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列入“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中；第二种列示方法是将研发支出全部列入“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中。

第一种列示方法与我国研发支出的账务处理方法相一

致。我国关于无形资产的相关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将研发活

动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两个阶段：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

究阶段的支出应当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如

果不满足资本化确认条件的，也应计入当期损益；如果满足

资本化确认条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也就是说研发支

出中费用化的部分会转入“管理费用”账户，而“管理费用”账

户中的支出一般来说会列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

目中；而资本化的部分最终会转入“无形资产”账户，因此这

部分支出列入“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中。

这种列示方法与我国研发支出的账务处理方法一致，符

合大家的思维定式，易于理解和接受，因此大部分人倾向于

选择这一种列示方法来列示研发支出的现金流量信息。

二、两种列示方法的举例比较

案例一：某企业 2012年初进行财务预算，如果企业不开

展研发活动，预计：净利润为 500万元；负债总额 1 000万元；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2 000万元；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0；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0。如果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预

计：研发时间超过1年，当年研发支出总额为500万元。

假设该研发活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银行借款，研发支出

全部用银行存款支付。会计人员根据相关准则的规定界定出

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条件后，将研发支出划分为：资本化的研

发支出为 100万元；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为 400万元。开展研发

活动后按两种列示方法得出的现金流量信息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资料分析如下：

（1）两种列示方法口径不一致，提供的会计信息缺乏可比

性。根据表1可知，两种列示方法提供的净现金流量总额信息

完全相同，但是各项目净现金流量信息完全不同，由此计算

出来的盈利能力比率、偿债能力比率等指标也完全不同。

（2）第一种列示方法更谨慎。根据表 1资料显示：第一种

列示方法计算出来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盈利能力比率、

偿债能力比率分别比第二种列示方法少400万元、80%、40%。

可见，采用第一种列示方法能尽可能地低估经营活动净现金

流量和相关比率，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谨慎。

（3）第二种列示方法更客观。我国会计人员在核算研发支

出的业务时本身就存在很多的主观判断，具体表现在：研究

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难以界定；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条

件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按照这样的标准和条件划分出来的

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不客观、不可靠。

案例二：续案例一，企业研发支出总额为 500万元，会计

人员根据界定的资本化条件，将研发支出划分为：资本化的

研发支出为 100万元；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为 400万元。再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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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注：盈利能力比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净利润；偿债能

力比率=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负债总额。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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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员重新界定资本化条件后，将研发支出重新划分为资

本化的研发支出为300万元；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为200万元。

按两种列示方法得出的现金流量信息如表2、3所示：

根据表2资料显示：如果采用第一种列示方法，会计人员

重新界定资本化条件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会增加 200万

元；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会减少200万元；筹资活动净现金流

量不变。因此，采用这种方法企业管理者可以自主设定研发

支出的资本化条件，从而达到操纵现金流量信息的目的。

根据表3资料显示，如果采用第二种列示方法，无论会计

人员如何界定资本化条件，现金流量各个项目的信息都会保

持不变，企业管理者难以操控现金流量信息。因此采用第二

种列示方法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客观。

三、研发支出列示方法的选择

根据前面的比较和分析，我更倾向于选择第二种列示方

法，即将研发支出全部列入“投资活动项目”，原因如下：

1. 从提供会计信息的一致性角度考虑。按照会计惯例，

同一性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应该用相同的方法进行会计

信息处理。对于研发支出而言，无论是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还

是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它都是由于企业的研发活动造成的，

而研发活动毫无疑问是属于一种投资行为。因此第一种列示

方法把一部分研发支出列入企业的“经营活动项目”，把另一

部分研发支出列入企业的“投资活动项目”显然不合理。因此

从提供会计信息的一致性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应该将研发支

出全部列入“投资活动项目”。

2. 从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角度考虑。受权责发

生制原则的限制，我国在处理研发支出的业务时，采用了部

分资本化、部分费用化的账务处理方法。但研发支出的资本

化条件取决于主观判断，使得企业操作会计信息的空间过

大。如果我们局限于研发支出的账务处理，选择第一种列示

方法，就会将这种主观性的影响带入编制的现金流量表中，

从而影响现金流量信息的客观性。因此，从有利于会计信息

使用者决策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应该将研发支出全部列入

“投资活动项目”。

3. 从有利于企业积极开展研发活动的角度考虑。企业的

研发能力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但研发活动具有资金投

入大，产品回报期长，风险远远大于其他投资活动的特点，这

使得企业的研发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此研发支出的会

计信息列示方法就成了一把双刃剑，恰当的列示方法可以客

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研发活动、创新能力等信息，不恰当的

列示方法则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判断，从而影响企业开

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以案例一进行分析：如果采用第一种列示方法，开展研

发活动和不开展研发活动得出的现金流量信息见表4：

根据表4资料显示：如果采用第一种列示方法，开展研发

活动后尽管企业的净现金流量总额保持 2 000万元不变，但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减少400万元；盈利能力比率减少80%；

偿债能力比率减少40%。

如果采用第二种列示方法，开展研发活动和不开展研发

活动得出的现金流量信息见表5：

根据表5资料显示：如果采用第二种列示方法，开展研发

活动后企业的净现金流量总额、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盈利

能力比率、偿债能力比率都保持不变。

可见，如果采用第一种列示方法，会使会计信息使用者

误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有所下降，这是企业管理

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尽管这种方法更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

求，但过度的谨慎反而会影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采用第二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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