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花税是每个公司都绕不开的税种，也是税务稽查人员在检查中关注最多的

小税种，下面这些案例都是实际工作中企业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虽然不难但出错

率很高，分享给大家。

案例 1：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发生变化，如何缴纳印花税?

某企业 2015 年实收资本金额为 1000 万元，资本公积为 200 万元，该公司

2015 年按规定缴纳了印花税。2016 年 6 月该企业减少资本公积 80 万元;2016 年

12 月该公司又增加资本公积 200 万元。2016 年该企业如何缴纳印花税?

【解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金账簿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

25 号)第一条规定，印花税计税依据为“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两项的合计

金额。“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两项的合计金额大于原已贴花资金的，就增

加的部分补贴印花。《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四条规

定，凡多贴印花税票者，不得申请退税或者抵用。

资金账簿印花税应根据“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两项合计增加的部分金

额，计算缴纳印花税。若上述公司资本公积先减后增之后由于未超初始金额，不

用补贴印花税。

该企业 2016 年增加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1000+200-80+200）-（1000+200）

=120 万元

应补缴印花税=120 万×0.5‰=600 元。

案例 2：委托贷款合同，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

某银行 2013 年-2014 年从事委托贷款业务，具体流程为：委托单位与该银行先

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委托单位委托该银行将此笔款项贷给合同注明的甲公司，该

银行不承担确保款项安全的责任，只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然后由该银行与甲公司

(借款单位)签订委托贷款合同(上面注明贷款金额)。



问：委托贷款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吗?

【解析】只有企业与金融部门签订的借款合同才需缴纳印花税。

企业与金融部门签订的委托借款协议，以及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签订的借款协议，

均不属于《印花税暂行条例》所列举的征税合同，不征收印花税。

案例 3：电子“请购单”是否属于印花税应税凭证?

某电信分公司主要负责全省电信网络手机销售工作，该企业购机手机业务，通过

用友财务软件中的 ERP 系统与总公司通过电子“请购单”进行确认、付款，然后

生成入库单，总公司给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请购单上明确一下事项：存

货编码、存货名称、单位、数量、总部出货单价、订货金额、需求公司(分公司)、

采购公司(总公司)、调入仓库。

请问：上述电子“请购单”是否属于印花税应税凭证?

【解析】《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各种要货单据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

〔1990〕994 号)二、商业企业开具的要货成交单据，是当事人之间建立供需关

系，以明确供需各方责任的常用业务凭证，属于合同性质的凭证，应按规定贴花。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62 号）一、

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

因此，上述“请购单”所载内容具备合同要素，属于合同性质的凭证，是以电子

形式签订的应税凭证，符合以上规定，应缴纳印花税。

案例 4：购销合同收入的计税依据是否含税?

请问：工业企业，销售环节和采购环节购销金额是按含税金额贴花还是不含税金

额?核定征收和查账征收两种方式分别是如何确认的?

【解析】对于查实征收印花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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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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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核定征收印花税的情形：

因为增值税为价外税，以纳税人账载购销金额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因此不包

含增值税。

案例 5：新车交接确认表是否属于印花税的应税凭证?

某汽车销售公司年销售额约 5亿元人民币，企业销售环节未签订合同，但与购车

主签订了新车交接确认表。确认表中含有买卖双方的名称、提车时间、金额、发

票号、付款方式、车型资料等内容。

请问：上述确认表是否作为印花税应税凭证?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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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财税字〔1988〕第 255 号)第四条

第二款规定：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是指具有合同效力的协议、契约、合约、单

据、确认书及其他各种名称的凭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十二条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主要条款：一、标

的(指货物、劳务、工程项目等);二、数量和质量;三、价款或者酬金;四、履行

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五、违约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该公司销售汽车虽然未签订购销合同，但如果买卖双方签订的“新

车交接确认表”中包含上述合同要素，则属于“具有合同效力的协议、契约、合

约、单据、确认书及其他各种名称的凭证”，也是具有合同性质的应税凭证，应

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案例 6：受让人持有两份合同，是否均应贴花?

某企业签署合同中注明“本合同一式三份，出让人一份，受让人两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请问：受让人持有的两份合同是否均应贴花?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税字〔1988〕第 255

号 )第八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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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就所执的一份各自全额帖花。”

第十一条 条例第四条所说的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免纳印花税，

是指凭证的正式签署本已按规定缴纳了印花税，其副本或者抄本对外不发生权利

义务关系，仅备存查的免贴印花。以副本或者抄本视同正本使用的，应另贴印花。

印花税针对一次交易合同只贴一次花，如果受让人为一人，对于保留的多份合同，

仍然是一次交易行为，受让人只需代表签约的企业方那一张合同贴花，另一份作

为备份不用贴花。反之，若另一份作为正本使用，则另需贴花。

案例 7：未签订购销合同的购销行为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

某企业与长期合作的客户，购买器材未签订购销合同，仅以交货确认单上确认双

方购销的金额及权利义务关系。

请问：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

【解析】《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

〔1991〕155 号)进一步明确，对工业、商业、物资、外贸等部门使用的调拨单(或



其他名称的单、卡、书、表等)凡属于明确双方供需关系，据以供货和结算，具

有合同性质的凭证，应按规定贴花。

只要具有合同性质的购销往来凭证，要素虽不完全但明确了双方主要权利、义务，

如有结算单据、交货确认单，就应视同合同，缴纳印花税。

案例 8：企业注册资本未认缴，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

某企业认缴资金为 500 万，实缴资金为 300 万元，如何缴纳印花税?

【解析】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1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

金账簿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025 号)的规定，对记载资金的账簿，

应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万分之五贴花。一、生产经营单位执行“两

则”后，其“记载资金的账簿”的印花税计税依据改为“实收资本”与“资本公

积”两项的合计金额。

如企业并未实际认缴出资，会计账簿上按照会计准则结算，无记载实收资本和资

本公积的金额，暂不缴纳印花税，可待实际认缴到位后再缴纳印花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