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期限

缴纳税款外，从滞纳税款至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加

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

税款之日止。

一、税收滞纳金起算时间如何确定？

根据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规定，滞纳金的起算时间是申报纳税期截止之日的次

日。

各个税种应按照税法规定的申报纳税期限进行申报缴税，若到申报纳税期限

截止还未缴纳税款的话，则从次日开始计算滞纳金。例如根据规定，增值税 2021

年 1月申报纳税期限为 1 月 1 日-20 日，如果滞纳的话，则从 1 月 21日起开始

计算滞纳金。

国家税务总局每年都会发布通知，明确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后 15日内

申报纳税的各税种 2021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建议大家及时关注当月或当季

的申报纳税期限。

同时也应当注意一些比较特殊的申报纳税期限，以免形成滞纳，如车购税，

应当自购买自用应税车辆之日起 60日内申报纳税，即从购车发票开具之日起的

第 61天开始加收滞纳金等。

常见税种申报纳税期限如下：

1、增值税。纳税人以 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纳税；以 1 日、3日、5 日、10 日或者 15日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

满之日起 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一般纳税人按月进行申报纳税，小规模纳税人原则上实行按季申报纳税，也

可以选择按月申报。

2、消费税。纳税人以 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日内申报纳税；以 1 日、3日、5 日、10 日或者 15日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

满之日起 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一般纳税人按月进行申报纳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按季申报纳税。

3、企业所得税。（1）月（季）度申报：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2）

年度申报：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3）清算申报：企业在年度

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当

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就其清算所得向税务机关

申报并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4、个人所得税。（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

得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办理汇算清缴；（2）取得经营所得，由纳税

人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并预缴税款；在

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办理汇算清缴；（3）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

务人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并缴纳税

款；（4）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在取得

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人应当按

照期限缴纳税款；（5）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

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申报纳税；（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十五日内申报纳税；（7）纳税

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税款清算；（8）扣

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应当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

5、车辆购置税。（1）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应当自购买之日（指《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或者其他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起 60 日内申报纳税；（2）进口

自用应税车辆的，应当自进口之日（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或者其他



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起 60日内申报纳税；（3）自产、受赠、获奖或者以其他

方式取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应当自取得之日（指合同、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有效

凭证的生效或者开具日期）起 60日内申报纳税；（4）免税车辆因转让、改变用

途等原因，其免税条件消失的，纳税人应在免税条件消失之日起 60日内到主管

税务机关重新申报纳税。

6、烟叶税。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月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并缴纳

税款。

7、环境保护税。（1）纳税人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2）纳税人按次申报缴纳的，应

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8、耕地占用税。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报缴纳耕地

占用税。

9、契税。纳税人应当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前申报缴纳契税。

（《契税法》自 2021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二、税收滞纳金的截止之日

税收滞纳金截止之日是实际缴纳或解缴税款之日。已办理财税库银的纳税人，

在实时扣税当日为截止之日；未开通财税库银的纳税人，持《税收缴款书》到银

行办理缴税的当日为截止之日。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形。

1、留抵抵欠、以退抵欠

留抵抵欠，是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既欠缴增值税，又有增值税留抵税额的，

对纳税人因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而产生期末留抵税额的，应以期末留抵税额抵

减增值税欠税。留抵税额不仅可以抵减自主申报产生的欠税，也可以抵减查补税

款欠税。

通过留抵抵欠方式缴纳税款的，已清欠税款的滞纳金的截止日期为主管税务机关

填开《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通知书》的当天。



以退抵欠，是税务机关计算确定纳税人应纳税义务的一项税款结算制度，是

指纳税人既有应退税款又有欠缴税款的，可以应退税款和利息抵扣欠缴税款。此

种方式下，应按填开《应退税款抵扣欠缴税款通知书》的日期作为计算欠缴税款

的滞纳金的截止日期。

2、企业破产清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8 号）第四条规定，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企业所欠税款、滞纳

金、罚款，以及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

为截止日计算确定。

3、查补预缴税款

在税务稽查中，大部分案件检查期限都较长，为避免产生过多滞纳金，企业

可以预缴一部分税款，此时，滞纳金的截止日期为预缴税款之日。若最终查补税

款超过预缴税款，则只对差额部分加收滞纳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