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第五节 其他税种纳税审核方法

【知识点 1】印花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2】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3】契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4】房产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5】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6】资源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7】环境保护税纳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知识点 1】印花税申报和纳税审核

一、纳税人

【例题 1·单选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丙为担保人，丁为鉴定人。下列关于该合同印花

税纳税人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2018 年）

A.甲、乙、丙和丁为纳税人 B.甲、乙和丁为纳税人

C.甲、乙为纳税人 D.甲、乙和丙为纳税人

【答案】C

【解析】印花税的纳税人——立合同人，是指书立合同的当事人（甲和乙）,不包括合同的担保人（丙）、证

人和鉴定人（丁）。

二、征税范围



运输合同：

指货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不包括管道运输合同和旅客运输合同）

技术合同：

不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一般的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不属于技术咨询，其所立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借款合同：

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不包括同业拆借)的借款

合同。



【例题 2·多选题】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合同中，属于印花税征税范围的有（ ）。

A.运输合同

B.买卖合同

C.租赁合同

D.技术合同

E.劳动合同

【答案】ABCD

三、税率

印花税的税率为比例税率。

税率 税目 记忆方法

千 1 （1）租赁合同、仓储合同；

（2）保管合同、财产保险合同；

（3）证券交易

租（储）宝宝炒股

万 2.5 营业账簿

万 3 （1）买卖合同；（2）承揽合同；

（3）建设工程合同；

（4）运输合同；（5）技术合同

其他合同

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无形资产类转移书据

万 5 其他产权转移书据

十万 5 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

四、计税依据及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应税合同



（二）产权转移书据

1.转让包括买卖、继承、赠与、互换、分割等。

2.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增值税。

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的，印花税的计税依据按实际结算的金额确定。

计税依据按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书立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应税营业账簿

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后续增加的，按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额。

（四）证券交易

计税依据为成交金额。

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

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例题 1·单选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加工承揽合同，合同载明由甲公司提供原材料 200 万元，支付乙

公司加工费 30 万元；又与丙公司签订了一份财产保险合同，保险金额 1000 万元，支付保险费 1万元。已知

承揽合同印花税税率为 0.3‰，财产保险合同印花税税率为 1‰，则甲公司签订的上述两份合同应缴纳印花税

税额的下列计算中，正确的是（ ）。（2014 年）

A.200×0.3‰+1000×1‰

B.200×0.3‰+1×1‰

C.30×0.3‰+1×1‰

D.30×0.3‰+1000×1‰

【答案】C

【解析】（1）承揽合同，按支付报酬的 0.3‰贴花；（2）财产保险合同，按保险费的 1‰贴花。

五、税收优惠

（一）基本规定（免征）

1.应税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

2.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为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

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凭证；

4.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

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

5.无息或者贴息借款合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书立的借款合同；

6.财产所有权人将财产赠与政府、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



7.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

8.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

（二）特殊规定

1.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

对其承担商品储备业务过程中书立的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对合同其他各方当事人应缴纳的印花税照章缴纳。

2.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3.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省自治区、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依据“六税两费”优

惠政策相关规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印花税(不

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三）涉及个人的不征或免征规定

个人书立的动产买卖合同

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

电网与用户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

对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

旅客运输合同

人寿保险合同

【例题 1·多选题】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免征印花税的有（ ）。（2018 年改）

A.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

B.无息、贴息借款合同

C.应税凭证的副本

D.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学校所立的书据

E.发电厂与电网之间签订的购售电合同

【答案】ABCD

【例题 2•多选题】根据印花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合同和凭证中，免征印花税的有（ ）。（2017 年改）

A.农业保险合同

B.保管合同

C.军事物资运输结算凭证

D.租赁合同

E.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

【答案】ACE

【解析】选项 BD：属于应税合同。

六、注意事项

1.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以上税目事项并分别列明金额的，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未分

别列明金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2.同一应税凭证由两方以上当事人书立的，按照各自涉及的金额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3.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的某些合同，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 5 元贴花，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计税，

补贴印花。

4.应税合同在签订时纳税义务即已产生，应计算应纳税额并贴花。不论合同是否兑现或是否按期兑现，均应

贴花。

5.金额变更问题



（1）未缴纳印花税的应税凭证：

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不一致：

①不变更应税凭证所列金额的，以所列金额为计税依据；

②变更应税凭证所列金额的，以变更后的所列金额为计税依据。

（2）已缴纳印花税的应税凭证：

①变更后所列金额增加的，纳税人应当就增加部分的金额补缴印花税；

②变更后所列金额减少的，纳税人可以就减少部分的金额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抵缴印花。

6.凡多贴印花税票的,不得申请退税或者抵扣。

7.加工承揽合同

①真加工——委托方提供主要材料或原料，受托方提供辅助材料：

无论加工费和辅料金额是否分别记载，均以辅料与加工费的合计数，按照承揽合同贴花，对委托方提供的主

要材料不计税贴花。

②假加工——受托方提供原材料：

凡在合同中分别记载加工费和原材料金额的，分别按加工承揽合同（万 3）、买卖合同（万 3 ）计税。未分别

记载的，全部按承揽合同贴花计税。

8.技术开发合同，只就合同所载的报酬金额计税，研究开发经费不作为计税依据。

【例题 1·简答题】甲企业与乙企业签订一份技术开发合同记载金额 600 万元，含研究开发费用 60 万元。计

算甲、乙企业共计应缴纳印花税。

甲、乙企业共计应缴纳印花税

＝（600-60）×0.03%×10000×2＝3240（元）。

七、征收管理

1.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1）印花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

（2）证券交易印花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证券交易完成的当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

义务人。

2.纳税地点

（1）单位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2）个人纳税人应当向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居住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

（3）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税款。

3.纳税期限

（1）印花税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征。

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2）证券交易印花税按周解缴。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于每周终了之日起 5日内申报解缴税款及孳息。

【例题 1·简答题】某食品公司 2022 年 8 月与其他企业订立专有技术使用权转移书据一份，所载金额 60 万元。

签订一份既有产品购销业务又有加工承揽业务的电子合同，总金额 100 万元。

2022 年 9 月公司转让一处外购的旧厂房，转让价格 1500 万元，成新度折扣率为 60%。

另外由于市场规模缩小、经营模式改变，公司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100 万元，已知公司原注册资金 800 万元，



已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该公司咨询税务师事务所下列问题：

（1）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是否可以申请印花税退税？

【答案 1】不可以申请退税。因为多贴印花税票者,不得申请退税或者抵用。

（2）公司订立的技术转让书据应缴纳印花税多少？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未分别记载金额应如何缴纳印花

税？税额多少？( 金额单位为元，印花税税率；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0.3‰，买卖合同 0.3‰，承揽合同

0.3‰)

【答案 2】

①技术使用权转移书据属于产权转移书据，所以适用 0.3‰的税率。因此应纳印花税=60*0.3‰*10000＝180

（元）

②在确定适用税率时，如果一份合同载有一个或几个经济事项，可以同时适用一个或几个税率分别计算贴花，

但属于同一笔金额或几个经济事项金额未分开的，应按其中的较高税率计算纳税，而不是分别按多种税率贴

花。

因此按照加工承揽合同 0.3‰计算印花税（此前加工承揽合同税率为万 5，新印花税法两者税率一样了）。应

纳印花税＝100*0.3‰*10000＝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