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九   行为目的税
计算与申报



1

2

3

主要内容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与申报

教育费附加计算与申报

印花税计算与申报

4 车辆购置税计算与申报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印花税、车辆购置税
的构成要素

2.熟悉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耕地占用税及土地增值税
的税收优惠

素养目标

1.培养学生关注税法变化，关注经济民生，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

2.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良好的社会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3.培养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计算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车
辆购置税应纳税额

 2.能够正确进行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印
花税、车辆购置税的纳税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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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印花税、车辆购置
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印花税、车辆购置
税纳税申报表填报



【项目引例】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规解读
           城市维护建设税简称“城建税”，是对缴纳增值税、消
费税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增值税、消费税实缴税额为计税依
据而征收的一种税。

v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范围  

v        征收范围具体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以及税法规定征
税“二税”的其他地区。

v     【提示】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市维
护建设税。

任务一  城市维护建设税



   【考题·多选题】下列行为中，需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的是（　）。
A、事业单位出租房屋行为 

B、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一般货物行为 

C、企业在纳税检查中补缴增值税行为 

D、农业企业销售自产农产品 

【答案】ABC

【解析】选项A，事业单位出租房屋需要缴纳增值税，所以也需要缴纳

城建税；选项B，外商投资企业销售货物行为需要缴纳增值税，所以也需要

缴纳城建税；选项C，企业在纳税检查中补缴增值税，也要同时补缴城建税；

选项D，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税，所以不需要缴纳城建税。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义务人
          城建税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即只要缴纳以上“二税”就必须依法缴纳城建税。

      



   【考题·单选题】下列纳税人中，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有（
　）。

A、未达到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 

B、个人（不包括个体工商户）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C、企业生产销售的避孕药品 

D、年营业额超过500万的餐饮企业 

【答案】D

【解析】未达到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个人（不包括个体工商户）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企业生产销售的避孕药品均免税。



v    城建税按照纳税人所在地实行3档差别比例税率：

v 1、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

v 2、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

v 3、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1%

。

【提示】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地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

相关的其他地点，具体地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三）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



   【考题·多选题】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适用税率，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A、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适用税率，一般规定按纳税人所在地的适用税率

执行 

B、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适用税率，一般规定按纳税人经营活动发生地的

适用税率执行 

C、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纳税人可按纳税人缴纳“二税”所在
地的规定税率就地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D、由受托方代收、代扣“二税”的纳税人应按受托方缴纳“二税”所
在地的规定税率就地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答案】ACD

【解析】选项B错误，一般按纳税人所在地的适用税率执行。



v （四）城市维护建设税减免税优惠
v        城市维护建设税属于增值税、消费税的一种附加税，原则上不单独
规定税收减免条款。如果税法规定减免增值税、消费税，也就相应地减
免了城市维护建设税。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减免规定主要有：
v （1）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v （2）对出口货物、劳务和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以及因优惠政策
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v 【记忆小贴士】进口不征，出口不退。
v （3）对增值税、消费税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办法的，
除另有规定外，对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一律不予
退（返）还。



               
二、城建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1、计税依据

v    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
依据。

v 【提示1】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照规定扣
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v 【提示2】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的具体确定办法，
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v     【提示3】纳税人违反增值税、消费税规定被加罚的滞纳
金和罚款不能作为计征城建税的计税依据。

v       违反上述二税法规定被处罚时，同时对其城建税也应进
行处罚，按拖欠或偷漏的城建税金为依据计算滞纳金或罚款。



v    【考题·判断题】某市一企业2023年11月被查补消费税20 

000元，被加收滞纳金2 000元，被处罚款8 000元，该企业

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100元。（　）

【答案】×
【解析】查补的消费税属于城建税的计税依据，加收的滞纳金和被处罚

款不属于城建税的计税依据，所以该企业应补缴城建税20 000×7%＝1 

400（元）



v    【例】某城市税务分局对辖区内一家内资企业进行税务检
查时，发现该企业故意少缴增值税58万元，遂按相关执法
程序对该企业作出补缴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并加
收滞纳金（滞纳时间50天）和罚款（与税款等额）的处罚
决定。该企业于当日接受了税务机关的处罚，补缴的增值
税、城建税及滞纳金、罚款合计为多少？ 

【解析】

补交的增值税、城建税及其罚款=（58+58×7%）×2=124.12（万元）
滞纳金按滞纳天数的0.5‰征收，两税滞纳金
=（58+58×7%）×50×0.5‰=1.5515（万元）
故补缴的增值税、城建税及滞纳金、罚款合计
=124.12+1.5515=125.6715（万元）



　

 （二）城建税应纳税额计算  

         

vv     城市维护建设税应纳税额=计税依据×适用税率

v 【案例】某处在城市的事业单位，进口小轿车2辆，关税完税价
格为200万元，关税税率为40%；单位境内销售小轿车，取得
含税收入为580万元；消费税税率为：小轿车8%。

v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依据税法有关规定，计算该单位应纳
城市维护建设税。



 

【解析】

        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但不代征城市维护建设税
      （1）海关代征消费税
   200（1+40%）（1-8%）8%=24.38(万元)

        (2)海关代征的增值税
   【200(1+40%)+24.38】 13%=39.57万元)

      （3）境内销售应纳增值税,不再缴纳消费税
 小轿车销项税为:580(1+13%)13%=66.73(万元)

      （4）应纳增值税
     =66.73- 39.57=27.16(万元)

      （5）应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为:

         27.167%=1.9012(万元) 



   【考题·多选题】某县城一家药品生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23年4

月经营缴纳增值税285万元，补缴上月漏缴的增值税66.6万元。则下
列关于城建税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本月经营应缴纳城建税14.25万元 

B、本月经营应缴纳城建税18.15万元 

C、本月应补缴城建税3.33万元 

D、本月应补缴城建税0万元 

【答案】AC

【解析】本月经营应缴纳城建税＝285×5%＝14.25（万元），补缴上

月漏缴增值税，同时补缴城建税 66.6×5%＝3.33（万元）。



v三、纳税申报
v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v        城建税以实际缴纳的“二税”为计税依据，分别与“二
税”同时缴纳。说明城建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基本上与“二
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致，应该按照“销售货物或提供应
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的
原则确定。

v （二）纳税期限
v        城建税的纳税期限与“二税”的纳税期限一致。对增值
税和消费税而言，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
1个月。



     

   （三）纳税地点
           纳税人缴纳“二税”地点就是该纳税人缴纳城建税的地
点。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扣缴义务人为负有增值税、消费税扣
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扣缴增值税、消费税的同时扣缴城
市维护建设税。



   【例】某城市一卷烟厂委托某县城一卷烟厂加工一批雪茄烟，
委托方提供原材料40000元，支付加工费5000元（不含增值税）
，雪茄烟消费税税率为25%，这批雪茄烟无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试计算受托方代收代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解析】（40000+5000）÷（1-25%）×25%×5%=750（元）



v （四）纳税申报
v        纳税人在申报增值税、消费税的同时申报，填报“增值
税  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纳税申报表”，在缴纳“二税”的同
时缴纳城建税，取得税收缴款书。



 任务二   教育费附加
v     教育费附加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就其实缴税额为计算依据征收的一种附加费。

        一、教育费附加法规解读
      （一）教育费附加征收范围
          教育费附加的征税范围，具体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
以及税法规定征税“二税”的其他地区。

      （二）教育费附加纳税义务人
          教育费附加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就
其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征收的一种附
加税，是为地方教育事业筹集资金的一种附加，实质上具有
税的性质。



v （三）教育费附加税率
v        教育费附加征收比率为3%，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比为

2%

v （四）教育费附加减免税优惠
v        1.对海关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不征收教
育费附加。

v        2.对由于减免增值税、消费税而发生退税的，可同时退
还已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但对出口产品退还的增值税、消费
税，不退还已征的教育费附加。



 
v 二、教育费附加的计算

   应缴税的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增值税+实际缴纳消费税）×征收比例

v     教育费附加的减免规定与城建税相同



v 【工作实例9-3】承接【工作实例9-1】地处市区的某企
业，2023年5月份应缴纳增值税2 310 000元，其中因符
合有关政策规定而被退库130 000元；缴纳消费税870 

000元，因故加收滞纳金2 500元。请计算该企业实际应
纳教育费附加。

v 【解析】
v （1）计税依据
v     =2 310 000-130 000+870 000=3 060 000（元）
v （2）应纳教育费附加=3 060 000×3%=91 800（元）



v三、纳税申报
v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v 比照增值税、消费税。
v （二）纳税期限
v 比照增值税、消费税。
v （三）纳税地点
v 比照增值税、消费税。
v （四）纳税申报
v       纳税人在申报增值税、消费税的同时申报，填制“增值
税  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纳税申报表”，取得税收缴款书。



任务三   印花税计算与申报
v 一、印花税法规解读
     印花税1624年始创于欧洲的荷兰。
³        印花税是中国效仿西洋税制的第一个税种。从清光绪十
五年（18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2021年6月1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7月1

日起施行。
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
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印花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v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规定缴纳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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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或具有
合同性质的
凭证类

3

营业账簿类

4

证券交易类

2

产权转移书据类

（一）  印花税征收范围

       印花税采取正列举形式，只对法律规定中列举的凭证征收，
没有列举的凭证不征税。列举的凭证分为四类：



1.买卖合同（指动产买卖）：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销结合及协作、
调剂、补偿、易货等合同。
【提示1】包括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不包括订阅单位和个人）之间订
立的图书、报刊、音像征订凭证。
【提示2】对于工业、商业、物资、外贸等部门经销和调拨商品、物资
供应的调拨单（或其他名称的单、卡、书、表等），应当区分其性质和
用途，即看其是作为部门内执行计划使用的，还是代替合同使用的，以
确定是否贴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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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提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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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4】发电厂与电网之间、电网与电网之间（系统内部各级电网互
供电量除外）签订的购售电合同，按购销合同征收印花税。电网与用户
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不征印花税 

2.承揽合同：包括加工、定做、修缮、修理、印刷、广告、测绘、测试
等合同 



3.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工程合同的总包合同、
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 

4.租赁合同：包括租赁房屋、船舶、飞机、机动车辆、机械、器具、
设备等合同；还包括企业、个人出租门店、柜台等所签订的合同。
【提示】不包括企业与主管部门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 

5.运输合同，包括民用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海上运输、内河运输、
公路运输和联运合同，不包括管道运输合同 

6.保管合同，包括保管合同或作为合同使用的仓单、栈单（或称入库
单）。对某些使用不规范的凭证不便计税的，可就其结算单据作为计
税贴花的凭证。 

7.仓储合同 

8.借款合同：包括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和借款人（不包括银行同业拆
借）所签订的借款合同 

9.融资租赁合同 



10.财产保险合同，包括财产、责任、保证、信用等保险合同，不包括
再保险合同 

11.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合同。
【提示1】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申请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所书立的
合同。（注意和产权转移书据的区分）
【提示2】一般的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不属于技术咨询不贴
印花。
【提示3】技术服务合同的征税范围包括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培训合同
和技术中介合同 

12.产权转移书据：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书据；房屋等建筑物、
构筑物所有权、股权（不包括上市和挂牌公司股票）、商标专用权、
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书据
13.营业账簿：资金账簿和其他营业账簿两类。
【提示1】资金账簿是反映“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增减变化的账
簿。
【提示2】其他账簿不征收印花税 

14.证券交易：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不对证券交易的受让方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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