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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入资如何缴纳印花税：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如何纳
税-伟威网

一、入资要交印花税吗,如果交,交多少?

入资不需要交印花税。
因为入资不在印花税的征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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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资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在办理设立登记或增加注册资本（增资）时，涉及到货币出
资的，应将缴付或增加的货币出资存入入资专户的过程。
相关内容：入资的注意事项：1、公司各股东出资要求分别以各自名义单独入资，
不能将各股东出资以某一股东名义入资。
2、自然人股东要求持现金、个人存折或采用电汇等银行允许方式到入资银行入资
。
3、不得使用从证券公司、交易所出具的支票办理入资手续。
4、已办理完入资手续的资金在未办理完工商登记手续之前不得动用，如需退转资
金需到工商分局办理退转资金手续。
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印花税借鉴内容来源：财经百科-入资

二、企业购入资金系统等无形资产需要交印花税么?

如签订相关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按照购销合同，按购销金额0.3‰贴花缴纳。
相关内容：一、印花税征税对象：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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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人、立据人、立账簿人、领受人、使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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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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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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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印花税征税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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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判轿祥权转移书据产权转移即财产权利关帆裤系的变更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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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掘
搏资金账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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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三、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如何纳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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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
、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
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此，以专有技术对外投资，属于非货币性交换，应按照评估价值确认股权和资产
转让所得进行税务处理。
涉及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

四、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下印花税如何缴纳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下印花税缴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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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执行《企业财务通则》和
《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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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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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七条规定，税目税率表中的记载资金的账簿，指载有固
定资产原值和自有流动资金的总分类账簿，或者专门设置的记载固定资产原值和自
有流动资金的账簿。
其他账簿，指除上述账簿以外的账簿，包括日记账簿和各明细分类账簿。
【会计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
》规定，“实收资本”科目核算企业接受投资者投入的实收资本。
股份有限公司应将本科目改为“股本”科目。
企业接受投资者投入的资本，借记“银行存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按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贷记“
实收资本”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科目。
“资本公积”科目核算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
的部分。
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度转变为认缴登记制度后，工商部门只登记公司认缴的注册资
本，无需登记实收资本，不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
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对其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自主约定，并记
载于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发起人）认缴时因没有纳税资金来源，没有纳税能力，无需缴纳印花税
，应遵循收付实现制原则，在实际收到出资时缴纳印花税。
收付实现制又称现金制或实收实付制是以现金收到或付出为标准，来记录收入的实
现和费用的发生。
按照收付实现制，收入和费用的归属期间将与现金收支行为的发生与否，紧密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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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
换言之，现金收支行为在其发生的期间全部记作收入和费用，而不考虑与现金收支
行为相连的经济业务实质上是否发生。
权责发生制是相对于收付实现制而言的。

五、如何缴纳印花税，详细步骤是什么？

&nbsp；
印花税： 1、经营性账簿： （1）含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的资金账簿，按（实收资
本+资本公积）*万分之五交印花税 （2）其余经营性账簿按5元/本贴花。
2、合同 按合同金额贴花或汇缴印花税。
其中，销售合同（包括你方销售的销售合同，和对方销售货物给你方，你方保留的
一份合同）按销售合同上注明的销售金额*万分之三缴纳印花税。
也就是说，只要有销售合同或采购合同，你都要交印花税。
这时的印花税是按合同金额来交的，不是损益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更不是主营业
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如合同签订的金额为含增值税的金额，要按该含税金额*万分之三来交印花税）
原则上来说，合同交印花税要一份一份合同进行统计。
有时，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太多，不便统计，税务局会以主营业务收入打个八折或
七折为基数，让公司再按万分之三的税率交销售合同印花税。
具体请和当地主管地税局联系。
附：印花税税率 1、比例税率 印花税的比例税率分为五档：
0.5‰、0.3‰、0.05‰、1‰、2‰。
适用于各类合同以及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中记载资金的
账簿。
（1）财产租赁合同、仓储保管合同、财产保险合同，适用税率为千分之一；
（2）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货运运输合同、产权转移书据，
税率为万分之五；
（3）购销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技术合同，税率为万分之三；
（4）借款合同，税率为万分之零点五；
（5）对记录资金的帐薄，按“实收资本”和“资金公积”总额的万分之五贴花；
2、定额税率 营业帐薄、权利、许可证照，按件定额贴花五元

参考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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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无形资产入资如何缴纳印花税.pdf》
下载：《无形资产入资如何缴纳印花税.doc》
更多关于《无形资产入资如何缴纳印花税》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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