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见与建议

作废的发票和收据应与入帐

的记帐联一起连号保存

常语华  韩新华  严春华  洪世昌

发票和收据是一个单位的重要收入凭证。财政部

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要求：一式几联的发票

和收据，必须用双面复写纸（发票和收据本身具备复

写纸功能的除外）套写，并连续编号。作废时应当加盖

“作废”戳记，连同存根一起保存，不得撕毁。目前，不

少单位的会计人员都将作废票据保存在备查的整本

票据存根联中（即“连同存根一起保存”），而不与入帐

的记帐联一起保存。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太妥当。
其一，按照票据管理的要求，单位会计主管人员

或稽核人员在与出纳人员或收款人员结算票据收入

款时，首先要对入帐的记帐联顺序号码逐一清点和核

销，当发现入帐的记帐联中有缺号时，还必须另在票

据存根联中核查该缺号是否为作废票据。
其二，收入记帐凭证中所附的票据记帐联，将在

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接受多项次的财税监督检查，

如民主理财、财务审计、财政监督、税务稽查等。当检

查中发现记帐联有缺号时，如果票据存根联已向财税

部门缴销，或者票据存根联已报经财税部门查验后销

毁，此时就失去了认定票据记帐联中的缺号即是作废

票据的有效证明。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应将作废票据的发票

（收据）联和记帐联与其它入帐的记帐联一起连号，同

作为收入记帐凭证的附件，使作废票据和入帐的记帐

联一起装订在记帐凭证簿之中形成会计档案，从而得

到长期的保存。这样，消除了作废票据在入帐的记帐

联中的缺号现象，既有利于对票据记帐联号码的清点

和核销，也便于对此项内容进行财税监督检查。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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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单位领导在审批发票时，为节约时间，

采用结报封面审批办法，即报销人将签上名字的数张

原始发票合在一起做一张结报封面，由审批人在结报

封面上签字后报销。这种“创新”方式目前虽然还是少

数，但却有蔓延、发展之势。有的单位甚至不需要在每

张发票或结报封面上签字审批，而只是在发票或结报

封面上盖上事先刻好的“准报”印章即可报销。这种表

面看似省时、省力的做法，其实危害很大。一是不便于

稽核人员审核，导致只注重看封面，而忽视对里边发

票的审核，特别是在发票较多时，该报与不该报的发

票混在一起，更容易蒙混过关；二是由于审批、稽核诸

环节职责不清，同事之间、科室之间可能产生不必要

的误会、矛盾；三是财务部门如果不认真把关，而是听

之任之，马虎了事，势必会导致国家、集体财产损失。

笔者以为，审批人在审批发票时起码要做到以下

三条：

第一，审核发票是否可以报销，该逐张发票审批

的，一张也不能漏签。
第二，审批者应多了解国家及本行业的财务政

策、制度、规定，认真把好审批关。
第三，多与财务部门联系，对疑点较多的开支，最

好采取财务先审、领导后批的做法。
责任编 辑  许 太 谊

意见与建议企业不应为个人负担所得税
张贵民

最近，笔者从调查中发现，企业为个人负担所得

税现象严重：一是为供销人员负担业务费收入所得

税。二是为内部承包人负担经营收入所得税。三是为

个人集资款利息收入负担所得税。四是为少数企业领

导人缴纳奖金或工薪收入所得税。产生上述现象的原

因主要是：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差；企业负责人和财

务人员未坚持原则；税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缺乏严

格的财务监督机制等。
个人所得税转嫁给企业负担危害极大：其一，践

踏了税法的严肃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

的纳税人是取得应税收入的个人，而不是企业。个人

税负由企业承担，会淡化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助

长偷漏税行为。其二，拉大个人收入差距，加剧收入分

配不公的矛盾，有碍于社会稳定。其三，加大企业负

担，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其四，影响干群关系，败坏社

会风气，挫伤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因此，笔者建议

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公民依法纳税意识，自觉执

行税法，主动申报纳税；不断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建立

健全有关规章制度，杜绝企业为个人负担税负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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