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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上旬

一、单张凭证的整理

1援 装订前如何保存凭证。

凭证应在会计制单的时候就粘

贴完毕，“成品”后往下传，凭证

装订员在接到凭证时就立即将

凭证用凭证机压起来，这样才

有利于单张凭证的保管和下一

步的装订。

那么，凭证要不要粘贴？有

人喜欢将大小不一的原始凭证

折叠成记账凭证大小，然后用

曲别针别起来，认为不用胶水

粘贴可以避免胶水干结造成的

不平整。笔者认为，凭证还是粘

贴为好：首先可以保证凭证的

完整性，一份凭证粘贴整齐，页

次、附件都固定下来了，能有效

地避免页次错乱、附件缺失；然

后，一份凭证粘贴完毕，一眼就

能看出整不整齐。至于因为胶

水干结造成不平整，可以通过减少胶水的使用量、在粘贴好后

立即用重物压紧避免。

2援 怎样粘贴凭证附件。应按每个附件的重要程度确定粘

贴顺序。若是一张原材料挂账的凭证，附件粘贴的先后顺序应

是：发票、发票清单、入库单、合同。有人习惯装订凭证的时候，

在凭证装订部位加厚薄不一的纸片，这是附件没顶头贴造成

的，凭证厚度不一，装订后会出现“小头大肚子”的现象，只有

通过在“头部”加纸调整。但是笔者发现，如果附件从粘贴单左

边边界线开始贴起，并适当多贴几张，就能保证一份凭证左右

厚度一致。要注意的是，附件左端重要的经济信息应避免因装

订被覆盖，自制的原始单据应留有装订位置。

二、成册凭证的装订

有时订完凭证后才发现少了一份，或凭证串号不得不拆

本重订。笔者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坚持在凭证

成册前的最后一刻检查一次凭证号。

提高凭证装订完美度的三种方法。方法一：在凭证封皮固

定前按上数码，避免成册后数码按错造成的不美观甚至返工。

凭证封皮上的日期、册次、凭证号码都需用数码章一个一个地

盖，很容易出错。有时一本凭证装订完毕，却因不小心按错数

码而留有遗憾。若在成册前就按数码，就算错了另换一张也很

方便，不会有返不返工的问题。方法二：以右、下两面为基准追

求凭证四面齐。我们装订凭证，要追求四面都整齐，但有时却

因实际情况所限达不到，那至少要做到右、下两面齐。右边对

齐，就算左边不太齐也好处理，可以在装订成本后用刀片对左

边打磨，直到平整为止。这样不仅做到了三面齐，而且被打磨

过的切面也好粘贴封皮。方法三：用尺子打造完美装订线。在

凭证封皮粘贴上胶水还未干之前，可以用两个塑料尺对装订

部位进行打磨，这样装出来的凭证就有棱有角。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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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 单向影响。单向影响是指，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

仅影响了一个与净利润有关的项目。

例 1：某公司 2009年 12月 1日购入一项设备作为固定

资产，原价为 1 000万元，使用年限为 10年，会计上采用双倍

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 0。假定税法规定，这类固定

资产按直线法计提的折旧可予税前扣除，使用年限与净残值

的估计与会计一致。截至 2010年末，公司没有为该项设备计

提减值准备。所得税税率为 25%。

2010年末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800万元（1 000-1 000伊

2/10），计税基础为 900万元（1 000-1 000/10），账面价值小于

计税基础，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该确认 25 万元

［（900-800）伊25%］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这就使得所得税费用

中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了 25万元，增加了 25万元的净利

润。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资产的折旧计入制造费用而不是

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

2援 双向影响。双向影响是指，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

影响了两个以上与净利润有关的项目。

例 2：假设例 1中，截至 2010年末，公司为该项设备计提

了 50万元的减值准备。其他条件不变。

2010年末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750万元（1 000-1 000伊

2/10-50），计税基础为 900万元（1 000-1 000/10），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该确认 37.5万

元［（900-750）伊25%］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这就使得所得税费

用中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了 37.5万元，增加了 37.5万元的

净利润。但是，由于公司为该项设备计提了 50万元的减值准

备，就使得利润总额减少了 50万元，扣除所得税后，使净利润

减少了 37.5万元。净利润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所得的增量净利润被计提的减值准备完全抵消了。

双向影响的现象提醒企业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要从多

方面考虑，否则会适得其反。另外，笔者还发现，计提的减值准

备在直接减少净利润的同时，通过降低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导

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会增加净利润，最终间接地导致之

前减少的净利润得到部分的恢复。假设计提减值准备为 A，所

得税税率为 25%，那么净利润减少 A伊75%，因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使净利润增加 A伊25%，最终对净利润总的影响为减少

了 A伊50%（A伊75%-A伊25%），即为计提减值准备金额的一半。

可见，在存在递延所得税的情况下，削弱了计提减值准备对净

利润的影响。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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