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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的印花税怎么计算|印花税的计算方法-股识吧

一、印花税是怎么求的

1、购销合同：按销售收入的×万分之三购买印花税；
2、加工承揽合同：按加工或承揽的收入×万分之五购买印花税；
3、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按承包的金额×万分之三购买印花税；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承包的金额×万分之三购买印花税；
5、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的金额×千分之一购买印花税；
6、货物运输合同：按运输的费用×万分之五购买印花税；
7、仓储、保管合同：按保管、仓储的费用×千分之一购买印花税；
8、借款合同：按照借款的金额×万分之零点五购买印花税；
9、财产保险合同：按保险费的金额×千分之一购买印花税；
10、技术、服务等合同：按合同所载的金额×万分之三购买印花税；
11、产权转移书据、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移书据：按书据所载的金额 ×
万分之五购买印花税；
12、营业账簿包括生产经营账册，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金额的万分之五
购买印花税；
13、权利、许可证照：每件购买印花税五元。
附： 1.纳税义务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
行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条例的规
定缴纳印花税。
2.税目税率表 税 目 税率或税额 购销合同 0.3‰ 加工承揽合同 0.5‰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0.5‰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0.3‰ 财产租赁合同 1‰
货物运输合同 0.5‰ 仓储保管合同 1‰ 借款合同 0.05‰ 财产保险合同 1‰ 技术合同
0.3‰ 产权转移书据 0.5‰ 营业帐簿中记载资金的帐簿 0.5‰ 营业帐簿中的其他帐簿
按件贴花5元 权利许可证照 按件贴花5元 证券（股票）交易股权转让书据A、B股
1‰ 3.计税方法
（1）纳税人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不足一角的，免纳印花税。
应纳税额在一角以上，其税额尾数不满五分的不计，满五分的按一角计算缴纳。
财产租赁合同，税额不足一元的按一元贴花。
（2）凡修改合同增加金额的，应就增加部分补贴印花。
（3）同一凭证，因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经济事项而适用不同税目税率，如分别
记载金额的，应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相加后按合计税额贴花；
如未分别记载金额的，按税率高的计税贴花。
（4）应纳税凭证所载金额为外国货币的，纳税人应按照凭证书立当日国家外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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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

二、印花税怎么算？

印花税应纳税额=应纳税凭证记载的金额×适用税。
印花税的计算根据合同种类不同，计算的比例不同：购销合同，按购销金额0.3‰
贴花。
加工承揽合同，按加工或承揽收入0.5‰贴花。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按收取费用0.5‰贴花。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承包金额0.3‰贴花。
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1‰贴花。
税额不足1元，按1元贴花。
货物运输合同，按运输费用0.5‰贴花。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订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的行为所征收的
一种税。
因采用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作为完税的标志而得名。
印花税的纳税人包括在中国境内设立、领受规定的经济凭证的企业、行政单位、事
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其他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印花税的税率设计，遵循税负从轻、共同负担的原则。
所以，税率比较低；
凭证的当事人，即对凭证有直接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就其所持凭证依
法纳税。
印花税的税率有2种形式，即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
印花税以应纳税凭证所记载的金额、费用、收入额和凭证的件数为计税依据，按照
适用税率或者税额标准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应纳税凭证记载的金额（费用、收入额）×适用税
。
应纳数额=应纳税凭证的件数×适用税额标准

三、印花税怎样计算？

印花税的缴纳和企业大小无关，一般是根据印花税条例规定计算缴纳。
如果有当地的印花税征管办法，则根据该征管办法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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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行业 印花税是怎么算的

印花税征税范围属列举式，即列举的有才能征税，未列举的不能征税。
现行的印花税的税目税率表中，“咨询”合同被列举在“技术合同”类中，“按合
同所载金额万分之三贴花”。
印花税的特殊性，决定其不宜采取核定征收方式——与印花税的立法初衷相悖。

五、法律服务合同印花税怎么算

印花税参照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不在列表内的不用贴，
律师法律服务合同不用贴印花税。

六、印花税是怎么求的

印花税以应纳税凭证所记载的金额、费用、收入额或者凭征的件数为计税依据，按
照规定的适用税率或者税额标准计算缴纳。
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印花税=计税依据×核定比例×税率 (1)
应纳税额=应纳税记载的金额(或者费用、收入额)×适用税率 (2)
应纳税额=应纳税凭证的件数×适用税额标准 &nbsp；
&nbsp；
&nbsp；
&nbsp；
因此，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0.5‰贴花，所以应该是：1000+500*0.5‰
&nbsp；
&nbsp；
&nbsp；
&nbsp；
账簿按件贴花5元 ，应该是：10*5 *是乘号。
至于后面10000是什么数据说不清楚，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应当纳税的数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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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印花税律师事务所与客户签定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缴纳印花
税。？

律师事务所与客户签定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客户委托（授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
出庭等法律事务，具有委托代理的实质。
应该免印花税。

八、怎样计算印花税

印花税种类比较多，主要如下： 1、购销合同：按购销金额万分之三缴纳
2、加工承揽合同：按加工或承揽收入万分之五缴纳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收取费用万分之五缴纳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承包金额万分之三缴纳
5、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缴纳。
税额不足一元的，按一元缴纳 6、货物运输合同：按运输费用万分之五缴纳
7、仓储保管合同：按仓储保管费用千分之一缴纳
8、借款合同：按借款金额万分之零点五缴纳
9、财产保险合同：按保险费收入千分之一缴纳
10、技术合同：按所载金额万分之三缴纳
11、产权转移书据：按所载金额万分之五缴纳 12、权利、许可证照
：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万分之五缴纳
13、营业帐簿：记载资金的帐簿，按本贴花五元或直接到税务局缴纳 印花税的缴
纳方式是直接缴纳，不需计提，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缴纳时跟据缴纳凭证做
管理费用。
&nbsp；

九、印花税的计算方法

印花税以应纳税凭证所记载的金额、费用、收入额或者凭征的件数为计税依据，按
照规定的适用税率或者税额标准计算缴纳。
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印花税=计税依据×核定比例×税率 (1)
应纳税额=应纳税记载的金额(或者费用、收入额)×适用税率 (2)
应纳税额=应纳税凭证的件数×适用税额标准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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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nbsp；
&nbsp；
因此，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0.5‰贴花，所以应该是：1000+500*0.5‰
&nbsp；
&nbsp；
&nbsp；
&nbsp；
账簿按件贴花5元 ，应该是：10*5 *是乘号。
至于后面10000是什么数据说不清楚，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应当纳税的数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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