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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如何计养印花税及契税__什么是印花税?印花税是怎
样计算?请详细说明印花税计算方法.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股识吧

一、各项税种是怎么缴纳的？例如：印花税是怎么计提的？

一般纳税人公司主要交的税费：1、营业税=服务业收入*税率为5%（适合有服务业
的企业）（月报)；
增值税=商品销售收入（不含税）*17% -
进货金额（不含税）*17%（适合一般纳税人）（月报)；
2、应纳城建税=应纳增值税+营业税*7%（月报)；
3、应纳教育费附加=应纳增值税+营业税*3%（月报)；
4、堤围防护费：营业收入*0.1%（各地征收标准不同，有些地方不征收）（月报)
；
应纳地方教育费附加=应纳增值税+营业税*2%（（各地征收标准不同，有些地方不
征收）（月报)；
5、所得税=利润总额*税率为25%（季报)；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
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
过1000万元）。
6、个人所得税（月报)；
实行代扣代缴，不管工资薪金是否超过2000元都要实行全员全额申报。
应交个人所得税 （按个人工资薪金计算交纳的个人应交的税额，以每月收入额减
除免税的应个人负担的“五险一金”等项目，再减去允许扣除费用2000元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应交个人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级数 每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1 不超过500元的 5 02 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 10 253
超过2000元至5000元的部分 15 1254 超过5000元至20000元的部分 20 3755 超过
20000元至 40000元的部分 25 13756 超过40000元至60000元的部分 30 33757
超过60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63758 超过80000元至100000元的部分 40 103759
超过100000元的部分 45 15375（注：本表所称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
条的规定，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贰仟元后的余额或者减除附加减除费用后的余额
。
）7、印花税（月报各地要求不同，或发生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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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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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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如何计提借：管理费用——税费——印花税贷：应
交税费——印花税或者不需要计提，直接缴纳的时候借：管理费用贷：银行存款

二、什么是印花税?印花税是怎样计算?请详细说明印花税计算方
法.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印花税的定义：以经济活动中签立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帐簿、权利许
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课征的税。
印花税由纳税人按规定应税的比例和定额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即完成纳税义
务，现在往往采取简化的征收手段。
印花税的计算方法 1．按比例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的方法
应纳税额=计税金额×适用税率 2．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的方法
应纳税额=凭证数量×单位税额 3．计算印花税应纳税额应当注意的问题 (1)按金额
比例贴花的应税凭证，未标明金额的，应按照凭证所载数量及市场价格计算金额，
依适用税率贴足印花。
(2)应税凭证所载金额为外国货币的，按凭证书立当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
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
(3)同一凭证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签订并各执一份的，应当由各方所执的一
份全额贴花。
(4)同一凭证因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事项而适用不同税率，如分别载有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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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已贴花的凭证，修改后所载金额增加的，其增加部分应当补贴印花税票。
(6)按比例税率计算纳税而应纳税额又不足1角的，免纳印花税；
应纳税额的1角以上的，其税额尾数不满5分的不计，满5分的按l角计算贴花，对财
产租赁合同的应纳税额超过1角但不足1元的，按1元贴花。

三、第一次购买房屋。印花税跟契税怎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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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11月1日起，印花税只要是住宅，第一次购房时都是免的，契税非住宅(包
括商业车位自行车库等)3%，住宅144平方米以下1.5%，144平方以上3%；
个人带开发商提供的不动产发票、购房合同、身份证、产权为开发商的本套房产证
，到税务部门印花税，一般交完印花税他会告诉你契税到哪里交。
交契税时，需要不动产发票原件（共2联）、印花税票、购房合同、身份证，上面
的这些证件最好都复印一份，否则他们印一张纸要一块钞票的。

四、房产税和印花税怎么计算交税？拜托了各位 谢谢

房产税：自有房产，按照房产原值*70%*1.2%，租赁房产，由出租方按租金收入*12
%缴纳。
印花税：帐簿每本按5元缴纳，购销合同按0.03%，运输合同按0.05%，租赁合同按0.
1%

五、公司购入商品房一套250万，请问如何计养印花税及契税

根据规定，以现行契税政策，个人购买住房实行差别化税率。
契税征收标准：1.当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且该住房为家庭唯一住房的，所购普通商
品住宅户型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契税按照1%执行；
2.户型面积在90平方米到144平方米的，税率减半征收，即实际税率为2%；
3.所购住宅户型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上的，契税税率按照4%征收；
4.购买非普通住房、二套及以上住房，以及商业投资性房产，均按照4%的税率征税
。

六、你要交契税和印花税的分录应该怎么做？

1，印花税：借：管理费用——印花税贷：银行存款（现金）2，契税：（1），取
得土地使用权契税：借：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贷：银行存款（2），无偿划入土
地契税：借：管理费用 贷：银行存款 （3），购入固定资产契税：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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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请问印花税怎么计算

印花税： 1、借款合同：十万分之五 2、购销、技术等合同：万三之三
3、加工承揽、货物运输、产权转移、资金帐本等合同：万分之五
4、财产租赁、财产保险等合同：千分之一
以上按金额计算，在发生应税行为的次月10日前交纳。
5、权利许可证照、其他帐簿：5元/本
按件数，在发生应税行为的次月10日前交纳。

八、报地税时印花税是怎么计提的？

印花税的计提是按两种税率进行的，一种是比例税率：通常是按合同类型及性质的
不同来确定其适用税率 它的应纳税额=应税凭证计税金额*比例税率一种是定额税
率：是为了简化征管手续，对无法计算金额的凭证、账簿等直接按件提取
它的应纳税额=应税凭证件数*定额税率
其他账薄都是按件巾花，一件是5元，不分金额，税率等

九、契税和印花税如何办理

由区房地产交易部门开具证明，到区税务部门缴付契税和印花税，需带下列证件：
1.购房合同原件一份；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购房发票和复印件；
4.区房地产交易部门出具的“付税通知书”；

参考文档

下载：请问如何计养印花税及契税.pdf
《股票理财资金追回需要多久》
《买了8万的股票持有多久可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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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请问如何计养印花税及契税.doc
更多关于《请问如何计养印花税及契税》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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