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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研发

创新能力，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希望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人们对医疗健康的

持续重视下，我国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呈逐年增长

的趋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 -2020 年我国

医药制造企业研发支出经费分别为 488.47 亿元、534.18

亿元、580.89 亿元、609.56 亿元和 784.60 亿元。医药制

造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逐渐上升，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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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于债务契约限制、收益平滑、扭亏为盈以及税收优

惠等动机操纵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屡见

不鲜。尤其医药行业的研发创新具有周期长、前期投入

大和风险高等特点。各个研发阶段都面临失败风险，一

旦某一环节研发失败，则前期与项目相关的开发支出中

所有研发投入将被转出并计入费用，影响企业当期利润。

因此，关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

解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

二、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与盈余管理

我国研发支出会计政策总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阶段；第二阶段是自我国

颁布了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一无形资产》到现在，我国研发支出会计处理进入有

条件的资本化阶段。在有条件资本化的情况下，新的研

发支出会计政策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研发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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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状况，有利于外部投资者预测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但

是，新会计准则在定义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以及研

究阶段资本化时点的具体准则时是原则性导向的。正是

由于此规定是原则性的，所以在实务中很难界定研究阶

段的支出是否达到符合资本化的条件，管理者在资本化

时点的判断上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即使实行无形资产

会计准则的公司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上仍具有很大的调

整空间。

我国部分医药制造企业基于研发风险等原因，将研

发投入全部费用化，如恒瑞医药和君实生物等，研发支

出全部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直接单一，避免了管理者主

观态度的影响，降低人为操作盈余的可能性，同时，存

在一定的降低税收效果。大部分医药制造企业选择研发

支出部分资本化的会计处理，例如复星医药、上海医药、

海正药业等，企业在遵循会计准则的条件下规定具体的

资本化时点，对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达到预

定用途时转入无形资产，在以后期间摊销不影响当期损

益；对于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计入研发费用影

响当期损益。本文选取的康弘药业同样采取有条件资本

化研发支出会计政策。

三、案例研究

（一）康弘药业概况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

药业）成立于 1996 年，2015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公司集生物制品、中成药及化学药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创新型医药集团。

（二）康弘药业研发支出情况分析

1. 纵向对比分析

根据康弘药业年报中关于内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

策的披露，可以了解到公司在 2016 年到 2020 年一直执行

一致的政策。研发活动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

出。研究阶段从研发人员开始获取技术，计划研究活动

到该项目获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临床试验批件；

开发阶段从开始进行临床试验到获得新药证书或生产批

件前。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开发支出满

足条件则予以资本化。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 2016 年起，康弘药业的研发投

入金额处于增加态势，尤其是 2019 年研发投入金额大幅

度提升，较 2018 年增长 125.74%。与此相对的是，康弘

药业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一直处于波动状态，2019 年

骤然增加，2020 年又大幅减少，资本化占研发投入比例

从 2019 年的 63.56% 下降到 2020 年的极低值 1.27%。在公

司研发投入稳定增长的情况下，研发的资本化率呈现如

此大幅度的波动，令人对公司是否通过调节研发投入资

本化率来达到盈余管理存疑。

2. 横向对比分析

基于谨慎性角度，为了更好地体现康弘药业的研发

投入金额和资本化率波动异常，本文根据康弘制药的三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研发投入

（万元）

康弘药业 14，626.96 34，985.39 34，886.19 78，752.21 95，492.24

行业均值 13，355.28 15，975.56 22，617.51 28，392.60 30，136.21

研发支出

资本化率

康弘药业 16.43% 45.14% 33.97% 63.56% 1.27%

行业均值 13.20% 14.67% 18.36% 17.94%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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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行业分类，计算出医药生物 - 化学制药 - 化学制剂行业

中共 76 家企业 2016 年至 2020 年研发投入金额和资本化

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近几年来，医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而且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与康弘药业 2019 年和 2020 年

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现象不符。行业平均研发支出资本

化率先呈上升后趋于稳定，2018 年到 2020 年的资本化率

维持在 18% 左右。从上表来看，康弘药业研发投入和资

本化率都远远高于行业平均值，公司在 2017 年和 2019 年

均提高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率，然而在次年又调减该比例，

呈现出规律性与行业总体稳定的状态相悖。

（三）康弘药业研发支出的盈余管理动因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万元） 254，003.15 278，649.70 291，744.51 325，743.01 329，543.01

营业收入增长率（%） 22.45% 9.70% 4.70% 11.65% 1.17%

开发支出（万元） 6，294.40 19，932.16 31，781.78 77，439.36 5，324.82

开发支出增长率（%） 61.78% 216.66% 59.45% 143.66% -93.12%

为了进一步分析康弘药业研发支出资本化率波动的原

因，本文通过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康弘药业作为医药行业绩优白马股，上市后营业收

入增长率高达 20% 以上，但之后收入增速开始断崖式下

跌，截止到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仅为 1.17%，不断

下滑的收入增速表明公司进入疲软期，现有产品和业务

的发展空间有限，企业需要研发新产品寻找下一个利润

增长点。结合上表，当 2018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进

一步下滑后，2019 年和 2020 年均不断增加研发投入金额。

对于医药行业，研发新品周期长，研发投入金额大，

风险大，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研发过程中已资本化但

尚未形成无形资产的投入计入“开发支出”，该科目在研

发会计处理中承担调节器作用，计入的研发金额既不进

行摊销也不计入损益，该科目期末列报金额增加意味着

风险的不断积累。

康 弘 药 业 自 2016 年“开 发 支 出 ” 科 目 余 额 一 直

增 加，2017 年 和 2019 年 增 长 率 分 别 高 达 216.66% 和

143.66%，根据年报披露，主要系公司的 KH916（康柏西

普眼用注射液）项目已经进行 III 期临床试验，达到公司

研发支出资本化确认条件，导致当期的开发支出大幅增

加，在 2019 年高达 7.74 亿元左右。但在 2020 年，公司的

认为该项目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决定停止该项目。一方

面，这说明医药行业研发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另一方

面，表明康弘药业可能将不合实际的过度资本化金额隐

藏在“开发支出”科目下，在 2020 年将前期已资本化金

额一次性全部费用化转入当期损益，使得当期的开发支

出下降 93.12%。由此可见，康弘药业 2020 年将开发支出

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就是一次挤水分的过程。

（四）康弘药业研发支出的盈余管理影响

康弘药业 2017 年 -2019 年一直对同一研发项目投

入大量资金，同时确认资本化。2020 年将累计资本化

金额 139，692.3 万元全部计入研发费用，使得当期研发

费用增长了 138，912.48 万元，导致净利润下降率高达

137.57%。



31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3期

从 上 图 可 以 看 到， 企 业 2020 年 净 利 润 值 为 -26，

985.31 万元，说明 2020 年资本化金额费用化转出会对企

业利润产生的极其恶劣的负向影响。假设 2020 年企业不

进行费用化会计处理，当年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11 亿元左

右，净利润发生颠倒性的变化足以证明研发支出的会计

处理对企业的盈利情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五、总结及建议

根据上述对康弘药业的研发支出综合分析发现，即

使康弘药业在 2016 年 -2020 年即使执行一贯的会计处理，

但其研发支出资本化率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和不断增加的

开发支出金额等现象仍透露出公司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

迹象。对于 2020 年异常的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公司夜

没有详细披露与 KH916 项目相关的每年研发投入具体情

况，我们无从得知具体在哪一节点投入了多少研发金额，

该节点是否完全满足资本化条件，以及资本化时点是否

存在管理层及公司内部人员的主观判断。除此之外，由

于 KH916 项目失败导致公司 2020 年会计利润亏损，说明

医药企业产品研发的高风险性，因此，研发支出资本化

处理上一定要遵循谨慎性原则，以防范研发失败对企业

经营业绩产生的巨大影响。

针对康弘药业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几点建议：①监管机构应该完善研发投入信息

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资本化确认时点的监

督管理，在不泄露核心机密的情况下，进一步细化报表

附注中研发投入的披露内容。②药品和技术研发具有投

入高、回报高、风险高及周期长等特点，在研发过程中，

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资本化时点，必要时可以适当考虑

加大费用化处理的比例或将资本化时点延后等措施，降

低长期资本化而形成的泡沫资产风险。管理层及内部人

员应了解企业研发项目，在此基础上理性判断，从而保

障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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