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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的范围是哪些—印花税是什么-股识吧

一、什么是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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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缴纳印花税的合同有：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
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借款合同、
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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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税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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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印花税。
具体有：1、立合同人2、立据人3、立账簿人4、领受人5、使用人。
现行印花税只对印花税条例列举的凭证征税，具体有五类：1、购销、加工承揽、
建设工程勘查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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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转移书据；
3、营业账簿；
4、房屋产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证、土地使用证、许可证照；
5、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它凭证；
征税范围：现行印花税只对《印花税暂行条例》列举的凭证征收，没有列举的凭证
不征税。
具体征税范围如下：1、经济合同税目税率表中列举了10大类合同。
它们是：（1）购销合同。
（2）加工承揽合同。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5）财产租赁合同。
（6）货物运输合同。
（7）仓储保管合同。
（8）借款合同。
（9）财产保险合同。
（10）技术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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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权转移书据产权转移即财产权利关系的变更行为，表现为产权主体发生变更
。
产权转移书据是在产权的买卖、交换、继承、赠与、分割等产权主体变更过程中，
由产权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所订立的民事法律文书。
我国印花税税目中的产权转移书据包括财产所有权、版权、商标专用权、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共5项产权的转移书据。
其中，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是指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不动产、动产所有权
转移所书立的书据，包括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
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其他4项则属于无形资产的产权转移书据。
另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按照产权转移
书据征收印花税。

二、借款合同印花税的范围

一、借款合同印花税的范围包括：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借款人(不包括银行同业
拆借)所签订的借款合同。
单据作为合同使用的，也应按合同贴花。
借款合同的计税金额为借款金额。
应纳税额=借款金额×0.05‰.二、不需要交印花税的借款合同1、与非金融机构的借
款合同企业与非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签订的借款合同，
根据国税发[1991]155号第五条和《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这
些机构不需要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属于金融机构，该类借款合同不需贴花。
2、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款，包括企业
之间的统借统贷合同，不需缴纳印花税。
3、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展期合同经过协商仅延长借款合同还款期限签订的借款
展期合同，根据国税发[1991]155号第七条规定，暂不贴花。
4、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委托单位与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根据国
税发[1991]155号第六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代理业务中，代理单位与委托单位之
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凡仅明确代理事项、权限和责任的，不需印花。
5、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合同企业与银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根据《商业银行
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是银行对借款人在一定期间内允许融资
的额度计划，与“借款合同”有区别，不需贴花。
6、限额内的循环借款企业与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周转性借款合同，根据国税地字[
1988]30号第二条规定，借贷双方签订的流动资金周转性借款合同，按合同规定的
最高借款限额的0.05‰贴花，在限额内发生的循环借款不需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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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金融机构的贴现协议企业办理汇票贴现，提前获得资金，将票据转移给银行
，银行扣除贴现利息，曾经山东地税的鲁地税函[2005]30号文要求按短期借款需要
缴纳印花税，但该法规已废止。
根据理道的分析，贴现协议不属于借款合同，不需贴花。
8、信用证押汇信用证买方押汇，是指企业进口货物付汇时，因资金周转、投资成
本等原因，要求银行代企业垫付应付款项的短期资金融通，企业需要向银行支付一
定利息，虽然具有融资性质，但不属于印花税应税范围，不需贴花。
9、保理合同国内保理业务是将应收款项转让给保理商(如银行)提前获得资金的业
务，虽然具有融资性质，但不属于借款，不需贴花。
10、小微企业的优惠根据财税[2022]78号文规定：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
合同免征印花税。
三、需要交印花税的借款合同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及附件《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规定：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借款人(不包括银行同业拆借)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要
缴纳印花税。
即与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签订的借款合同，包括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
抵押贷款合同，需要按借款合同缴印花税。

三、印花税的征收范围

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 是从普通印花税中发展而来的， 属于行为税类，根据一
笔股票交易成交金额对买卖双方同时计征，基本税率为0.4%，基金和债券不征收印
花税。
印花税的由来：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人们比较熟悉，但对它的起源却鲜为人知。
从税史学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税种的“出台”，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需要
，印花税的产生也是如此。
其间并有不少趣闻。
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
当时执掌政权的统治者摩里斯（Maurs）为了解决财政上的需要，拟提出要用增加
税收的办法来解决支出的困难，但又怕人民反对，便要求政府的大臣们出谋献策。
众大臣议来议去，就是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妙法来。
于是，荷兰的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
财之妙策。
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
可见，印花税的产生较之其他税种，更具有传奇色彩。
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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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
，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
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
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
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
低廉的“良税”。
英国的哥尔柏（Kolebe）说过：“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
叫”。
印花税就是具有“听最少鹅叫”的税种。
从1624年世界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
，欧美各国竞相效法。
丹麦在1660年、法国在1665年、美国在1671年、奥地利在1686年、英国在1694年先
后开征了印花税。
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
一、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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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印花税。
应纳税凭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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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转移书据；
（3）营业账簿；
（4）权利、许可证照；
（5）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

四、印花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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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印花税的一部分，根据书立证券交易合同的金额对卖方计征，
税率为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
，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即只对卖出方（或继承、赠与A股、B股股权的
出让方）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买入方（受让方）不再征税。
税率仍保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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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花税条例购销合同征收范围包括哪些，税率如何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1号）《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规定：购销合同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销结合及协作、调剂、补偿、易货等
合同。
立合同人按购销金额万分之三贴花。

六、印花税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叫印花税呢?

什么是印花税?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凭证征收的一种税，
其特点是征收面广、税负轻、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完成纳税义务。
税率分别为：股权转移书据为千分之三，财产租赁合同仓储保管及财产保险合同为
千分之一，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产权转移书据及
记载资金的帐薄为万分之五，购销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全同、技术合同为万分
之三 ，借款合同为万分之零点五，权利许可证照、其他营业帐薄每件5元。
按照不同的比例税率计征。

七、什么是印花税？有哪些征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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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印花税只对《印花税暂行条例》列举的凭证征收，没有列举的凭证不征税。
具体征税范围如下：1.经济合同税目税率表中列举了10大类合同。
它们是：（1）购销合同。
（2）加工承揽合同。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5）财产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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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货物运输合同。
（7）仓储保管合同。
（8）借款合同。
（9）财产保险合同。
（10）技术合同。
2.产权转移书据产权转移即财产权利关系的变更行为，表现为产权主体发生变更。
产权转移书据是在产权的买卖、交换、继承、赠与、分割等产权主体变更过程中，
由产权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所订立的民事法律文书。
我国印花税税目中的产权转移书据包括财产所有权、版权、商标专用权、专利权、
专有技术使用权共5项产权的转移书据。
其中，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是指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不动产、动产所有权
转移所书立的书据，包括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
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其他4项则属于无形资产的产权转移书据。
另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按照产权转移
书据征收印花税。
3.营业账簿按照营业账簿反映的内容不同，在税目中分为记载资金的账簿（简称资
金账簿）和其他营业账簿两类，以便于分别采用按金额计税和按件计税两种计税方
法。
（1）资金账簿。
（2）其他营业账簿。

八、印花税的征收范围

税 目 税率（税额） 一、购销合同 0.3‰ 二、加工承揽合同 0.5‰
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0.5‰ 四、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0.3‰
五、财产租赁合同 1‰ 六、货物运输合同 0.5‰ 七、仓储、保管合同 1‰
八、借款合同 0.05‰ 九、财产保险合同 1‰ 十、技术合同 0.3‰
十一、产权转移书据 0.5‰ 十二、营业帐簿 1.记载资金的帐簿0.5‰ 2.其他帐簿
每件5元 十三、权利、许可证照 每件5元 十四、股票交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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