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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印花税怎么申报—从来没报过印花税怎么办-鸿良网

一、无印花税怎么申报

纳税人如需对印花税进行零申报,操作方法是什么呢?请见下文内容。
      1、登录电子税务局,进入我要办税页面,选择税费申报及缴纳。
      2、选择综合申报,点击财务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
      3、选择印花税,点击税源采集。
      4、点击新增采集信息,打开税源明细表。
点击增加,选择印花税税目,计税金额填写零金额,点击保存。
      5、勾选采集申报表,点击下一步。
系统自动生成印花税零申报的申报表,点击提交即可。

二、印花税怎么0申报

印花税如果认定了按期申报,也是需要零申报的,大家都知道吗?      今天我
们就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进入印花税申报入口      1如果纳税人对印花税
进行了税种认定,则在电子税务局【首页】→【我的待办】,点击【确认】即可进入
印花税申报界面。
      2如果纳税人没有进行税种认定,那也不能忘记申报印花税哦。
具体操作为:【税费申报及缴纳】→【综合申报】→【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
】,点击【填写】即可进入申报界面。
第二步进行税源采集      1我们在进行税源采集之前,请一定要将纳税期限
选择【按季申报】      2其次,我们点击【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报告】,进
入【税源采集】界面。
      3由于我们采集的是2022年7月1日以后的税源信息,所以这里我们选择
【新增采集信息】。
      4我们在税源采集时,需要填写“应税凭证名称”、“应税凭证书立日
期”、“计税金额”等这些内容。
采集的时候应税凭证数量和计税金额都填写0。
      5全部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点击【是】,立即进行印花税申报。
第三步进行纳税申报      进入到《财产和行为纳税申报表》界面后,查看
信息有无遗漏,无误的话保存申报即可。
划重点印花税零申报注意事项1零申报仅针对按季、按年申报印花税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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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印花税法》的相关规定:印花税实行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征。
      对认定为按季、按年申报印花税的企业,若当期未发生应税行为,也要
进行印花税的零申报,对未认定按期申报的企业发生的应税行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
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按次申报印花税,未发生应税行为的无需申报印花税。
2按季或按年申报的企业,一定要注意纳税期限的选择      特别是在填写《
印花税税源明细表》时,纳税期限一定要选择“按季”或“按年”!

三、印花税报了但显示未申报

10月25日是本月申报的最后一天，还是有很多关于印花申报的问题，再整理一遍:
      1、关注本期印花税申报的变化      先看，本企业是否有做
过印花税种的按期核定，如果有核定，一定要选择“按期申报”，哪怕是0申报也
要操作，否则就会出现未申报记录。
      具体如何查看税种是否有核定过，可查阅:三季度印花税申报变化。
      2、按次申报不等同于按期申报      按次申报适用于，由于
之前属于偶有申报的现象，系统后台未曾核定过这项税种的情形，需要单独进行税
源采集，再申报;      有按期核定过的，一定选择按“期”申报;    
  没有核定过该税种，但是纳税义务发生了，可以选择按“次”申报或联系主管
税务机关核定税种。
      服务行为未签合同只有发票，需要缴纳印花税么?      1、 根
据以上12366的回复:印花税的应税凭证不包括发票;印花税属于行为税，根据印花税
法，纳税义务产生于单位或个人书立合同(应税凭证)的当日      2、关于
合同(应税凭证)的含义:不仅仅是纸质合同或协议;电子合同、电子商务订单等均有
等同法律效力      3、并不是签了合同都要交印花，印花税为正列举，属
于《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明确列示的业务合同交税      4、合同(应税凭证
)不能简单等同于发票金额      举个例子，某企业2022年10月21日签订租
赁合同，租期为1年，租金共计7.2万元。
由于合同约定是每季初付款，季度收到租金发票1.8万元。
      那么，印花税申报的金额应为租金总额7.2万元为计税依据进行计算?
还是按照已经收到的租金发票的1.8万进行计算?应在哪个期间进行申报?     
 据规定，应在合同签订时按合同所载金额计税。
合同签订日期为10月21日，交税的所属期为下个月的15日前(按次)，如已经有核定
租赁合同印花的税种，可以在4季度的申报期内按期申报。
      账务处理:      1)2022年10月计提计算应交印花税:    
  借: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     
 2)实交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      贷: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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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去年12月我申报的时候有一张专票没申报到税，这样我要怎
样处理呢

如果没有认证，已超过了180天的期限，不能认证了，进项税额只能计入商品或材
料成本。

五、印花税0申报怎么操作

印花税如果认定了按期申报，也是需要零申报的，大家都知道吗?      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进入印花税申报入口      1如果纳税人对印
花税进行了税种认定，则在电子税务局【首页】→【我的待办】，点击【确认】即
可进入印花税申报界面。
      2如果纳税人没有进行税种认定，那也不能忘记申报印花税哦。
具体操作为:【税费申报及缴纳】→【综合申报】→【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
】，点击【填写】即可进入申报界面。
第二步进行税源采集      1我们在进行税源采集之前，请一定要将纳税期
限选择【按季申报】      2其次，我们点击【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报告
】，进入【税源采集】界面。
      3由于我们采集的是2022年7月1日以后的税源信息，所以这里我们选
择【新增采集信息】。
      4我们在税源采集时，需要填写“应税凭证名称”、“应税凭证书立
日期”、“计税金额”等这些内容。
采集的时候应税凭证数量和计税金额都填写0。
      5全部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点击【是】，立即进行印花税申
报。
第三步进行纳税申报      进入到《财产和行为纳税申报表》界面后，查看
信息有无遗漏，无误的话保存申报即可。
划重点印花税零申报注意事项1零申报仅针对按季、按年申报印花税的企业   
   按照《印花税法》的相关规定:印花税实行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征。
      对认定为按季、按年申报印花税的企业，若当期未发生应税行为，也
要进行印花税的零申报，对未认定按期申报的企业发生的应税行为，应当自纳税义
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按次申报印花税，未发生应税行为的无需申报印花税。
2按季或按年申报的企业，一定要注意纳税期限的选择      特别是在填写
《印花税税源明细表》时，纳税期限一定要选择“按季”或“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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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们都没购销售合同怎么计算印花税？

很早以前，购销合同印花税都是依据合同的数额交纳印花税，如一万元的合同交三
元，如果没有实行这个合同，三元交了就交了，如果实际执行合同数额超过了一万
元，则加三元，后来有些纳税人有购销行为，但他不纳税了，他说我没订合同，这
个印花税他不交了，这种没合同之说，一是确实没订合同，二是原来订了合同，因
为约订俗成的原因，都据以往的习惯来做，三是订了合同，按合同做，但为了不纳
税，说没有合同，鉴于这些情况，各地税务局采取了不同的征缴印花税的方式，一
是按销售额计算，二是按销售额和当期的所购原材料计算．前几年都是按销售额的
万分之三征缴，好象是从去年还是前年，按销售收入与进货之和的百分之七十，有
的行业按百分之八十计算，以其计算结果为基数，再按万分之三的税率计征印花税
． 这是个地方税，在国家总的法条下，各尽竭之所能，纵情发挥，只要不违反总
的条款，都不算错．

（编辑：姚可儿）

参考文档

下载：《从来没报过印花税怎么办.pdf》
下载：《从来没报过印花税怎么办.doc》
更多关于《从来没报过印花税怎么办》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鸿良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83717878.com/author/28627264.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4 / 4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uthor/28627264.html&n=从来没报过印花税怎么办.pdf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author/28627264.html&n=从来没报过印花税怎么办.doc
https://www.baidu.com/s?wd=%E4%BB%8E%E6%9D%A5%E6%B2%A1%E6%8A%A5%E8%BF%87%E5%8D%B0%E8%8A%B1%E7%A8%8E%E6%80%8E%E4%B9%88%E5%8A%9E
http://www.83717878.com/author/28627264.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