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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计税依据为什么不含税金额销售合同印花税是按含
税金额还是按不含税的-股识吧

一、商业购销合同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是含税收入还是不含税收入

这个问题在国家税务总局层面没有统一，但在各地的税务机关则有不同的解释，例
如： 《上海市税务局关于实施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后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
同征印花价问题的通知》（沪税地[1993]103号）第一条规定，对购销合同的贴花，
均以合同记载的销售额（购入额）不包括记载的增值税额的金额计税贴花 《吉林
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财产与行为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吉地税财行函[2001]23
号）第四条规定，根据《吉林省印花税征收管理办法》，对买卖双方签定商品购销
合同并核定征收印花税的单位及个人，其“购进金额”和“销售收入”的计税金额
，均以购进商品付给对方的全部价款和销售商品收到对方的全部价款为计税依据。
我工作的地方是采取的含税收入这个口径，希望能帮到你

二、印花税的计税依据购加销的金额应为含税额还是不含税额

印花税的计税基础不用考虑含不含税，购销合同的计税基础是购销合同中总金额．

三、1.问：购销合同的印花税计税依据究竟是否含税？

答：1、如果购销合同中只有不含税金额，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2、如果购销合同中既有不含税金额又有含税金额的，分开写明的，以不含税金额
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3、如果购销合同的金额是含税金额，未分开写明的，以合同的金额---含税金额作
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政策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购销、加工承揽、建
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
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为应纳税凭证。
《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规定：购销合同印花税按照购销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三缴纳印
花税。
（河北长河税务师AAA事务所 马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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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销售合同印花税是按含税金额还是按不含税的

按合同金额。
合同上如果写的是含税金额，则是含税金额合同上如果写的是不含税金额，则按不
含税金额。

五、销售合同印花税是按含税金额还是按不含税的

按合同金额。
合同上如果写的是含税金额，则是含税金额合同上如果写的是不含税金额，则按不
含税金额。

六、营改增后印花税是按照含税收入还是按照不含税收入计算？

营改增后国家税务总局在2022年4月25日视频会议有关营改增的政策口径：
“第四，关于印花税计税依据问题
，这次两部委下发的《通知》中没有提到印花税计税依据问题。
主要是营改增之前，这一问题就已明确，没有变化。
各地执行口径仍按照印花税条例规定，依据合同所载金额确定计税依据。
合同中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未
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是否含税收入的确定方法具体如下：1、如果购销合同中只有不含税金
额，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例】房租租赁合同中，只约定年租金不含税30万元，则以“30万元”为作为印花
税的计税依据，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则： 应缴纳印花税税额=
30万元X0.1%=300元2、如果购销合同中既有不含税金额又有增值税金额，且分别记
载的，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例】房租租赁合同中，约定年租金不含税30万元，税额3.3万元，则以不含税金
额30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另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则：
应缴纳印花税税额=30万元X0.1%=300元3、如果购销合同所载金额中包含增值税金
额，但未分别记载的，以合同所载金额（即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例】房租租赁合同中，只约定年租金含税33.3万元，为单独记载税额，则以含税
金额33.3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另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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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应缴纳印花税税额=33.3万元X0.1%=333元

七、计算印花税的时候，计算依据含不含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购销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上载
明的“购销金额”。
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购销合同中的“购销金额”有的包括增值税税金，有的不包
括。
对这一问题分两种情况处理：1、按合同金额计征印花税的情形：a.如果购销合同
中只有不含税金额，以不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b.如果购销合同中既有不含税金额又有增值税金额，且分别记载的，以不含税金额
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c.如果购销合同所载金额中包含增值税金额，但未分别记载的，以合同所载金额（
即含税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2、核定征收印花税的情形：一般按照含税金额作为计税依据。

八、印花税是以含税价格缴纳还是不含税价格？

印花税是以合同价，也就是不含税价格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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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数额=应纳税凭证记载的金额（费用、收入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额=应纳税凭证的件数×适用税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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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花税还可以委托代征，税务机关委托经由发放或者办理应税凭证的单位代为征收
印花税税款。

九、印花税计税依据到底含不含增值税MP3

根据印花税相关政策的规定，印花税计税依据可能是合同金额（如购销合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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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费用（如货物运输合同）和收入（如财产保险合同），印花税条例制定于1988
年，彼时，尚未开征增值税，是否含增值税不是问题，如今，全面营改增，是否含
增值税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该不该含呢？笔者的答案是：应该含（即使有的地区规定不含），这个答案
应当从合同法上去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
该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十二条第五
项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零九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对合同金额（或收取的费用、或收入）的约定，一方负有
对标的物（或服务等）的交付（或提供）义务，另一方必定有给付价款的义务，而
这个给付的金额也必定是含增值税的。
如甲、乙双方签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合同价是200万元，增值税是22万
元（新项目、一般计税），这样的约定，双方很清楚，购买方要向销售方支付222
万元而不是200万元。
如果购买方未按期付款，双方发生诉讼，甲方向乙方追偿的，肯定不只是200万元
价款，还要有22万元增值税款——即使价、税单独标明，双方对合同金额的真实意
思表示也是222万元，而不是200万元。
其他的合同也是如此。
根据这个判断，除去免征增值税销售（转让）合同外（合同金额也不可能含增值税
），合同金额中，无论价、税是否分别标注，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均应包含增值税，
因为这正是合同法要保护的价款，也是印花税要征税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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