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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联电子发票应用思路及推广价值探讨
张  阳   邓光裕■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作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

市设立的省级分公司，每年向客户提供的通信服务发票均在      

5 000 万份以上。为降低发票印制成本及管理成本，中国电信

重庆公司通过单联电子发票系统的开发应用，实现了单联电子

发票对系统上线前双联（用户联、存根联）通信发票的替代使

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拟就单联电子发

票的建设动因、应用思路及推广价值进行探讨，希望对集团企

业的发票使用和管理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单联电子发票系统建设动因

1. 控制发票管理成本。作为中央在渝大型国有企业，中国

电信重庆公司通信服务发票使用具有覆盖面广、消耗量大的特

点。除用户联必须以纸质载体形式提供给用户作为法定凭据

外，纸质存根联的留存备查也增加了发票的印制成本及后续

保管、回收、销毁等间接成本，从成本效益角度而言，有必要

通过存根联的电子化存储替代传统的纸质存根联。

2. 防范发票管理风险。发票的逐级申领及出入库主要依靠

人工备查登记，因多单位、多渠道使用，不可避免存在登记随

意、管理缺位、库存不清等潜在管理风险，从风险防范角度而

言，有必要通过系统支撑实现发票进、销、存的动态精确管控。

3. 提高税务监管效率。根据税务监管要求，纸质存根联

应至少保存 5 年以备税务稽核检查，5 年的保管期限、年均        

5 500 万份的消耗量，无论是纸质存根联发票的保管、回收、销

毁，还是税务部门的事后监管，都是既耗时又耗力的艰巨工作。

二、单联电子发票系统应用思路

单联电子发票系统通过存根联的电子化存储，实现了机

打发票存根联的无纸化管理，并以“发票代码、发票号码”作

为唯一 ID 关联系统流转的电子存根联和实际流通的纸质用户

联，以在最终使用时满足系统打印的“机打代码、机打号码”与

纸质用户联“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必须保持一致的税务监管

要求。其基本框架和业务流程如图1。

单联电子发票系统通过搭建市公司—— 分公司或直属单

位—— 营业网点—— 营业员或代办员的四级发票管理架构，实

现发票的逐级出入库管理，保证分配给发票最终使用人员（如

营业员）的单联纸质用户联与系统内逐级下发的电子存根联号

段严格对应，系统主要应用思路如下 ：

1. 发票号码录入。提供数据录入界面，由市公司实物发票

管理员手工录入发票代码及发票号码，支持以首尾号码方式进

行录入，由系统自动生成该号段内的连续号码 ；为便于物流配

送，录入界面还支持发票箱号录入，市公司实物发票管理员录

入的发票信息必须经具有审核权限的市公司发票管理员确认

后，才能形成市公司发票库存。之后，根据分公司或直属单位

需求，由物流中心将单联发票实物配送到分公司或直属单位

的发票库房。

2. 发票下发签收。为保证单联发票实物流与信息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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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号码录入功能同时开放给分公司或直属单位及以下层级

的实物发票管理人员进行实物签收。分公司或直属单位实物

发票管理员清点物流中心配送的单联发票实物后，在系统中

录入发票箱号、发票代码及起止号码，同时经具有审核权限的

发票管理员审核其录入的发票信息与系统下发的电子存根联

号段信息一致后，才能形成本级发票库存并下发到第三级的自

营营业厅、合作营业厅、代理商及区乡营业网点。 

第三级发票管理人员根据实际领取的单联实物发票录入

发票箱号（可选录入项）、发票代码及起止号码，在与系统分配

的电子存根联信息流校验一致后，下发到第四级的营业员或代

办员。

营业员或代办员将领取的单联纸质用户联的发票代码及

起止号码与系统内分配的电子存根联信息确认一致并签收后，

能形成第四级营业员或代办员的发票库存。 

系统支持自动校验，如系统内分配的电子发票号段信息与

实物发票管理人员录入信息不匹配可进行报错提示，如配送

有误或录入有误，则进行相应异常处理操作，以确保发票实物

流与信息流一致。  

3. 发票打印。发票最终使用人员（如营业员）在用户缴费并

打印单联用户联发票时，系统界面将提示其审核当前显示的电

子存根联号码是否与搁置在打印机上的纸质用户联发票号码

一致，此提示界面与现有缴费界面放在一起，核对一致后营业

员或代办员顺序打印发票即可保证打印的“机打代码、机打号

码”与单联纸质用户联发票的“发票代码、发票号码”严格对应。

系统默认是从营业员或代办员当前分配的最小发票号码开

始顺序打印。营业前台发票的开具在系统中以存根联的电子形

式留有相关重要记录，营业结束后各级次账务稽核员既可按发

票代码、发票号码查询系统中保存的电子存根联，也可批量查

询或导出电子存根联发票信息清单进行发票监管或账务稽核。  

4. 发票作废，包括空白发票作废和已开具发票作废。各层

级发票管理员只能进行对应权限及对应发票库存的空白发票

作废，系统支持单号或号段发票作废，作废处理前需输入作废

原因 ；已作废的发票只能由上一层级逐级回收，为了避免误操

作造成浪费，在发票管理员提起发票作废处理时，需进行一次

确认后再进行作废处理。  

营业员或代办员可操作空白发票作废，但不能直接进行已

开具发票作废，必须由上一级发票管理人员审核确认后进行已

开具发票的作废。

5. 发票回收，包括闲置空白发票回收和作废发票回收。上

一级可对下一级的闲置空白发票进行回收，以实现库存发票的

调配，已下发的发票也可主动回收后重新下发，并打印发票出

入库单，同时支持上一级对下一级作废发票的回收并打印作废

发票清单。  

无论是空白发票还是作废发票，均只能由上一级发票管

理员进行回收，且只能逐级回收，不允许跨级进行回收，回收

操作需经下一级发票管理员或发票使用人员（如营业员）确认

后才能回收 ；系统内回收的空白发票、作废发票信息流必须与

回收的空白发票或作废发票实物保持一致。  

6. 统计查询。系统能够按查询指令要求自动产生相应的

进销存报表，发票管理员通过系统可以查询和打印本级发票

库存情况，上一级发票管理员能查询并打印某一时点本级和

下级的发票库存情况，市公司发票管理员能查询并打印下级

所有单位的发票库存信息，市公司查询的发票消耗量统计可作

为发票库存按月结转成本的列账依据。 

7. 需求申报。需求申报的原则是按季申报，市公司发票管

理员根据全市上季度发票进销存报表统计及本季度各分公司或

直属单位上报的需求汇总审核情况，考虑变化趋势并综合平衡

后向印务公司申请印制发票 ；分公司及直属单位以下层级的发

票管理人员可根据历史发票消耗及结存情况，设定发票库存最

低限额，当接近最低限额时，系统自动进行发票申领提示。 

三、单联电子发票推广价值探讨  

单联电子发票对集团企业的发票使用和发票管理，其推

广价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发票印制成本显著下降。就中国电信重庆公司而言，单

联发票印制成本较之前的双联机打发票下降了 0.14 元 / 份，按

年均 5 500 万使用量测算，每年节约印制成本 770 万元左右，

经年累月，单联电子发票系统创造的经济效益较为可观。 

2. 发票间接管理成本下降。存根联的电子化存储解放了

传统纸质存根联回收、保管、查询、销毁等耗费的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不仅规避了传统纸质存根联仓储、搬运、销毁等

间接管理成本，而且提高了发票管理效率。 

3. 发票流转使用风险可控。通过系统分层级授权及角色

管理，实现单联机打发票进、销、存的动态监控及出入库管理，

在按地税部门要求套印发票专用章后，通过系统支撑实现机打

发票的实时监控和精确管理，防范人工备查登记存在的管理

漏洞及发票风险。 

4. 发票信息监管水平提高。存根联的电子化存储既可满

足税务查询、监管要求，减少现场检查、监督销毁等工作量，

又为消费者在线查询发票真伪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手段。随着消

费者维权意识增强，对消耗量大、流转面广的企业冠名发票，

通过建立税务与企业电子存根联库的接口，可满足消费者在

线查询发票真伪的需求，最终可与税控电子发票相结合，实现

发票流通使用的全面信息化监管。

（作者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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