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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印花税怎样计算印花税应纳税额如何计算-
股识吧

一、印花税如何计算？

有些地方确实是这样算的：计算购销合同印花税=（原材料借方发生额+主营业务
收入）X50%X万分3。
有些地方比例不同，各省份规定的都不一样。

二、印花税应纳税额如何计算

1、营业账簿的印花税，分别按资金账簿和其他账簿计征。
资金账簿应纳印花税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实收资本金+资本公积金)×0.5‰
，其他账簿应纳印花税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账簿件数×单位税额
2、产权转移书据应纳印花税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产权转移书据金额×0.5‰；
3、权利许可证照应纳印花税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证照件数×单位税额.对同一
凭证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事项的，如分别记载金额的，应分别按适用税率计算
应纳税额，并按合计税额贴花。
如未分别记载金额的，应按其中最高税率计算纳税。

三、印花税怎么算？

（1000000+1200000）*0.3%*税务局打折系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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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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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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

五、求助印花税的计算方法

印花税怎么算：1、购销合同：按销售收入的×万分之三 2、加工承揽合同：按加
工或承揽的收入×万分之五3、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按承包的金额×万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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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承包的金额×万分之三
5、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的金额×千分之一
6、货物运输合同：按运输的费用×万分之五
7、仓储、保管合同：按保管、仓储的费用×千分之一
8、借款合同：按照借款的金额×万分之零点五
9、财产保险合同：按保险费的金额×千分之一
10、技术、服务等合同：按合同所载的金额×万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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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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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花 13、权利、许可证照：每件贴花五元。

六、印花税怎么算

1+2+3+4+5+6

七、印花税是怎么求的

有些地方确实是这样算的：计算购销合同印花税=（原材料借方发生额+主营业务
收入）X50%X万分3。
有些地方比例不同，各省份规定的都不一样。

八、印花税怎么算啊

应税凭证类别计税依据核定比例税率说 明1 工业企业的购销合同 产品销售收入 70%
万分之三 2 商业企业的购销合同 商品销售收入 40% 万分之三 3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购销合同 房地产销售收入 100% 万分之五 4 其他行业的购销合同
销售收入 40% 万分之三 5 加工承揽合同 加工或承揽金额 80% 万分之五 6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勘察、设计费 100% 万分之五 7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承包金额或工程造价 100% 万分之三 8 财产租赁合同 租赁金额 100% 千分之一 9
货物运输合同 运输费用 100% 万分之五 10 仓储保管合同 仓储保管费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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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分之一 11 财产保险合同 保费金额 100% 千分之一 12 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 100%
万分之零点五 13 技术合同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费 100% 万分之三 14
产权转移书据 转让金额 100% 万分之五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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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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