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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印花税征收标准是什么印花税的纳税期限是什么？-
股识吧

一、印花税是什么税呀怎么个收取法

一、印花税的纳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
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
具体有：1、立合同人，2、立账簿人，3、立据人，4、领受人。
二、印花税的征税对象 现行印花税只对印花税条例列举的凭证征税具体有五类：
经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
凭证。
三、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印花税根据不同征税项目，分别实行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征收方式。
（一）从价计税情况下计税依据的确定。
1、各类经济合同，以合同上记载的金额、收入或费用为计税依据；
2、产权转移书据以书据中所载的金额为计税依据；
3、记载资金的营业账簿，以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两项合计的金额为计税依据。
（二）从量计税情况下计税依据的确定。
实行从量计税的其他营业账簿和权利、许可证照，以计税数量为计税依据。
四、印花税的税率 现行印花税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税率。
比例税率有五档，即千分之1、千分之4、万分之5、万分之3和万分之0.5。
适用定额税率的是权利许可证照和营业账簿税目中的其他账簿，单位税额均为每件
伍元。
具体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五、应纳税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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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定额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的方法
应纳税额＝凭证数量×单位税额 计算印花税应纳税额应当注意的问题...
六、纳税环节和纳税地点 印花税的纳税环节应当在书立或领受时贴花。
具体... 印花税一般实行就地纳税。
对于... 七、印花税的缴纳方法 印花税实行由纳税人根据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
购买并一次贴足印花税票（以下简称贴花）的缴纳办法。
为简化贴花手续，应纳税额较大或者贴花次数频繁的，纳税人可向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采取以缴款书代替贴花或者按期汇总缴纳的办法。
纳税贴花的其他具体规定... 八、印花税票
印花税票是缴纳印花税的完税凭证，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监制。
其票面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分为壹角、贰角、伍角、壹元、贰元、伍元、拾元、
伍拾元、壹佰元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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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票为有价证券。
印花税票可以委托单位或个人代售，并由税务机关付给5%的手续费，支付来源从
实征印花税款中提取。

二、印花税的税率是多少？

印花税的税率有“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
(1)比例税率：①经济合同；
②产权转移书据；
③营业账簿中记载资金的账簿(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2)定额税率：①权利许可证照；
②营业账簿中的其他账簿(日记账和各种明细账等)。

三、印花税的纳税期限是什么？

印花税的汇总缴纳的限期限额由当地税务机关确定，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印花税，应当向纳税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并注明核
定征收的方法和税款缴纳期限。
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的，纳税期限为一个月，税额较小的，纳税期限可为一个季度
，具体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期满之日起15日内，填写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的纳税申报表申
报缴纳核定征收的印花税。
扩展资料按政策规定，印花税的缴纳方式有三种：按合同自行贴花；
汇总缴纳；
核定征收。
下面是具体的操作和对应的账务处理：1、按合同自贴花：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
》，由合同书立人在合同书立或领受时自行贴花。
纳税人在购入税票时作账，借：预付账款贷：银行存款书立合同贴花时作账，借：
税金及附加贷：预付账款一份凭证应纳税额超过500元的，应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
填写缴款书或者完税证，将其中一联粘贴在凭证上或者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
税标记代替贴花。
此时，作账：借：税金及附加贷：银行存款2、汇总缴纳：同一种类应纳税凭证，
需频繁贴花的，应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按期汇总缴纳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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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对核准汇总缴纳印花税的单位，应发给汇缴许可证。
汇总缴纳的限期限额由当地税务机关确定，但不得超过1个月。
凡汇总缴纳印花税的凭证，应加注税务机关指定的汇缴戳记，编号并装订成册后，
将已贴印花或者缴款书的一联粘附册后，盖章注销，保存备查。
汇总缴纳印花税，每月计提印花税时，作分录：借：税金及附加贷：应交税费-应
交印花税实际缴纳时，作分录：借：应交税费-
应交印花税贷：银行存款采用按期汇总申报缴纳方式的，一年内不得改变。
3、核定征收：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和印花税的税源特征，为加强
印花税征收管理，纳税人有下列情形的，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纳税人印花税计税
依据：（一）未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税凭证登记簿，或未如实登记和完整保存应税
凭证的；
（二）拒不提供应税凭证或不如实提供应税凭证致使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
（三）采用按期汇总缴纳办法的，未按地方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报送汇总缴纳印花
税情况报告，经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报告，逾期仍不报告的或者地方税务机关在
检查中发现纳税人有未按规定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的。
核定征收印花税的，每月计提印花税，作分录：借：税金及附加贷：应交税费-应
交印花税实际缴纳时，作分录：借：应交税费-
应交印花税贷：银行存款参考资料来源：股票百科-印花税

四、购销合同印花税计税金额是指什么 ?

您好，购销合同的印花税计税金额是指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销结合及协作、
调剂、补偿、易货等合同，按购销金额万分之三贴花。
没有购销合同的，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核定征收。
按照《湖南省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工业购销合同按照购销金额100%-7
0%的比例核定；
商品、物资批发业，按购销金额100%-40%的比例核定；
商品批零兼营业按购销金额100%-30%的比例核定；
商品零售业按照购进金额100%-50%的比例核定，其他行业，按照购销金额（营业
收入）100%-40%的比例核定。

五、印花税税率是多少？

印花税税率表 税 目 比例税率 税 目 比例税率 1、财产租赁合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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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物运输合同 0.5‰ 2、仓储保管合同 1‰ 6、产权转移书据 0.5‰
3、加工承揽合同 0.5‰ 7、营业帐簿中记载资金的帐簿 0.5‰
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0.5‰ 8、购销合同 0.3‰ 税 目 比例税率 税 目 定额税率
9、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0.3‰ 1、权利许可证照 五元 10、技术合同 0.3‰
2、营业帐簿中的其他帐簿 五元 11、借款合同 0.05‰ 12、财产保险合同 1‰

六、印花税是怎样征收的?

印花税的税率有“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
(1)比例税率：①经济合同；
②产权转移书据；
③营业账簿中记载资金的账簿(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2)定额税率：①权利许可证照；
②营业账簿中的其他账簿(日记账和各种明细账等)。

七、印花税是什么税？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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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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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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