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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税法不可

拒收处罚决定书

丁元浩

在日常税务工作中发现，一些

单位和个人当税务机关送达税务行

政处罚决定书时，往往借 “处罚不

公”为由拒收。拒收税务处罚决定书

是错误的，也不可能因此而逃避应

受的处罚。
首先，当事人拒收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并不影响处罚决定书的送

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征管法》）第
74 条规定：“受送达人……或其他

签收人拒绝签收税务文书的，送达

人应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理由和

日期，并由送达人和见证人签名或

盖章 ，将税务文书留置在受送达人

处，即视为送达”。
其次，当事人拒收税务处罚决

定书，并不影响处罚决定书的生效。
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因

为当事人拒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 ，

处罚决定一旦发生法律效力，任何

部门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对拒不执

行的，税务机关根据《征管法》第 56

条规定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再次，当事人拒收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有碍于自己行使依法享

有的复议和诉讼权利。《征管法》第
56 条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

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

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

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

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拒

收税务处罚决定书，就不能很好地

了解处罚的依据和具体内容，也就

无法提出充足的复议、起诉理由，结

果等于自己放弃了复议、起诉的权

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利益。
不论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

是否认可，都应当先把处罚决定书

收下。如果认为处罚不公可依照法

律行使自己享有的申请复议或起诉

的权利，千万不能拒收弃权。
责任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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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设立“会计日”

黄国俊

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活动越

频繁，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就越显突出。
但在全社会普遍关心支持会计

工作，理解重视会计工作者，大力培

养会计后备军的今天，我们的节假

日或纪念日却与会计工作者无缘。
妇女有“三·八”，儿童有“六·一”，老

人有“九·九”，教师有“九·十”；工人

有“五·一”等等。但没有会计工作者

自己的节日和休假日。在万家团圆、

万人欢庆时，他们常常仍在忙于账

簿和报表之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献上一份特别的祝福！

银企感情靠他们联络，税企关

系靠他们衔接；在企业内，他们是理

财者、是当家人。为了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他们流了汗、吃了苦、操了

心、受了累，作了奉献，作了牺牲。然
而，他们却难以抽出时间陪双亲聊

聊天，陪家人逛逛街。他们可能是合

格的理财者，却不见得是一个孝顺

的儿女、称职的父母、体贴的丈夫和

妻子！

没有理由忘记他们，没有理由

不承认他们——为我 、也为千千万

万的会计工作者，设立一个 “会计

日”！ 责任编辑 袁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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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进坏账准备

计提方法的

一点建议
白 宁

计提坏账准备有助于防范企业

发生坏账时的损失，其方法有很多

种，我国制定的会计制度中规定有

三种计提方法，即应收账款账龄分

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和销货百分比

法。笔者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有一些

不足之处，尚待改进。
账龄分析法是按照应收账款所

发生的时间长短，分别预先制定不

同的计提比率，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金的一种方法。一般来说，欠款时间

拖得较长，其发生坏账的可能性相

对较大，所制定的计提比率也就相

对较高。这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工

作量大，耗费时间长，使用不方便。
销货百分比法是按销售金额中的赊

销金额的一定比率计提坏账准备金

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具科学合

理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需要在年

末时逐笔统计汇总本年度的赊销总

额，其统计工作量也很大，较为麻

烦。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是目前

应用得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其优

点就在于便于操作，但不够科学合

理，按余额计提的坏账准备金远远

不能抵御发生坏账的风险。
上述三种方法中，以销货百分

比法最为科学，但其可操作性相对

较差些。笔者认为，可采用一种变通

的方法，用以提高其可操作性。即将

销货百分比法中的全年赊销总额由

年末企业应收账款账户中所有年末

余额为借方金额的明细账户余额的

总合计数来代替，按这个合计数来

计提坏账准备金。这个方法有两个

好处：一方面，这个合计数代表着企

业真实的应收账款数，以它为基础

来提取坏账准备金，具有科学合理

性；另一方面，这个合计数在实际工

作中也比较容易取得，只要在每年

年末结账以后，将应收账款账户中

所有那些年末余额为借方金额的明

细账户年末余额相加即可，使用起

来十分方便。 责任 编辑 袁蓉丽

意见与建议“票冲”应开具收据

姚红霞

所谓“票冲”是指发票 、单据的

持有人将发票、单据提交财务部门

时，财务部门不是支付其现金，而是

用作抵冲其挂账的借款。实务中常

出现这样的情况：借款时借据不入

账，而是等到报销时，以票顶款、多

退少补，并抽回借据。这种情况下不

发生“票冲”问题，但这种做法如果

是借款与报销发生在同一天，不能

说绝对不允许。而一般情况下，不论

票据何时报销，借据都应及时入账，
待报销时以票冲账。在这个环节上，

一些单位报销人将票据交财务时，

只是告知财务经办人为其冲账了

事，而并不要求财务为其开具收据，
有的单位财务上也没有这个习惯，
甚至有的财会人员也认为没有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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