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人抓狂的“发票工资”
以发票冲 账这种“潜规则 ”已变成企业的“内制”，员 工敢怒不敢言……

刚 刚过去的岁末年终 ，那一张
张小小的发票 ，让很多单位的员工
抓狂不已 。

发 票 奴 ，成 了 他 们 的 自 嘲 词
汇 ，他们需要靠这些发票来换回 自
己的合法收入 ，或是为 了 让单位里
已经超支的费用能够安然度过年

底的审计 ，无论是为 了工作还是 自
己 ，小小的发票成了去年年底让他
们头疼的一件事 。

透过发票奴们抓狂的背后 ，笔

者看到的是一份无奈 ，是隐藏的利
益受损 ，更是“敢怒不敢言”。

年终找票忙

镜 头 一 ：商 场 服 务 台 前 大 排
长 龙

武汉市 民刘先生大学毕业后 ，
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了 3年 ，因
为人机灵被领导安排在办公室工

作 ，每到年底的时候 ，他就开始忙
活着找发票 。去年 12月 25日 一大

早 ，他就开始在武汉市 内各大商场
的服务台之间奔波 ，将搜集来的各
种购物票据换成能够报账的正式

发票 。

武汉地 区所有 的百货商场都
能提供这样的服务 ，将顾客购买金

银首饰 、衣帽鞋袜的发票换开成以

单位名称开头的正规发票 ，开票 内
容一般 以办公用 品 、礼品 、图 书为

首选。“到 了 年底 ，商场里都是开票
的人 ，一般都要排上三五个人才能
排上。”刘先生陈述了排队的情景 ，

像他这样要跑几家商场的 ，往往要
用 上一天时 间 才能将所有的票据

全部搞定 。

镜头二 ：街头发票 买 卖 生 意 火

与 商场服务 台 的红火一致的

是 ，商场外兜售发票的商贩也是生
意红火，“一年之中 ，就是这个季节
最好做。”来 自 湖北天门 的老赵将

笔者 当 作顾客打开 了 话匣子 ，“这
门生意不好做 ，城管管 ，警察抓 ，只
有 到年底 了 单位要报账 了 才有好

生意。”过去一年时间里 ，老赵都在

武汉市最繁华的武广商 圈做生意 ，
因为这里人流量大 。

说话 间 ，市 民林女士找到老赵

花了 20元买 了 几张中 国 电信的定
额发票 。林女士在一家企业里打

工 ，单位里给她每月 报销 100元话
费 ，但必须年底用 发票 一次性结
算 ，林女士 每个 月 话费 仅三十几
元 ，为了将每月 的 100元拿到手 ，只
得花钱买发票 。

镜头 三 ：白 领惨为 发票奴
在武汉广场写字楼里 ，工作 5

年的 陈小姐办公桌的活动抽屉仅

有三格 ，其中一格被专门用来存放
发票，“公司规定很严 ，只能使用 出
租车 、停车费 、餐费和办公用 品这

些票。”

当 年大学刚毕业时 ，陈小姐压
根没有保留发票的意识 ，工作第一
年年终时 ，她兴高采烈地去财务部
门领取年终奖时才得知 ，2万元年

终奖必须用发票来换 ，当 时陈小姐
就傻了 ，赶紧通过亲朋好友四处找
发票 ，耗费 了 半个多月 ，搜刮 了 一
整圈还差两三千元 ，原来交发票换
奖金是职场潜规则 ，大家都需要发
票 。最终 ，她在旁人指点之下 ，通
过找店铺付税点代开发票才凑够

了数。从此以后 ，陈小姐是必留发
票 ，以迎战年终的发票大战 。

用 发票换工资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 ，用发票换

工资在时下的职场里非常普遍 ，无
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 ，无论是大
型国企还是私营企业 ，几乎无一避
免。而且 ，出售发票的广告也 已经

从街头牛皮癣 、小广告转移到 网络

上 ，笔者的邮箱中几乎每天都能收
到两封相关的邮件 ，而通过 网络搜
索引擎 ，更容易搜到相关信息 。

据一家门 户 网 站对 3566人进

行 的 一项调查显示 ，85.7%的受访

者称 自 己就是“发票奴”，会为 了报
销到处找发票 ，其中 32.3%的人坦
言 自 己 经 常找发票报 销 。另 外 ，
88.6%的 人 表 示 身 边 存 在 “发 票

奴”，其中 22.3%的人感觉这样的人
非常多 。

为何企业热衷于让员工用发

票来换收入 ，而员工也大多没有反
对呢 ？

一位企业经营者告诉笔者 ，最
根本的原 因 是这种发放薪酬的方

法让员工能少缴个人所得税 ，也就
是因为这才让企业的 这种做法得

到员工的默许 。

供职于一家证券公司 的张先

生主管公司 的员工福利 ，他给笔者
算了 一笔账 ，按他 自 己每个月 1万
元收入计算 ，依照 去年 9月 1日 实
行的新个税管理办法 ，他每月 需要

缴纳个税 436.97元 ，而他们公司将
他收入中的 4000元作为津贴 ，让他
使用发票换领 ，这样算下来 ，他每
月 只 需要缴纳个税 40.80元 ，每月
少缴300多元。

上述那位企业经营者表示 ，企

业实行这种工资发放方式 ，仅仅只
是给员工提供了便利 ，让员工的收

入不至于因为缴税而缩水 。

不过 ，有业 内 人士指 出 ，企业
在得到员工上缴的大量发票后 ，也
可 以利用 这些发票来避税 。这位

业 内人士告诉笔者 ，企业经营者关

于员工工资本就计入成本的说法

并不错 ，可是 ，企业经营者完全可
以在工 资 计 入 成 本之后 ，再将员
工交来的发票 以另外的方式计入

另外的成本 ，这样一来 ，企业也能
因 此将利 润 降低 ，从而 达 到 避税
的 目 的 。

“ 公 司 并 不 是 真 正 为 员 工 考

虑 ”

针对拿“发票工资 ”这种现象 ，
来 自 各方面的专家认为存在法律

和社会责任隐患 。

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田 嘉表

示 ，员工的五险一金是与工资挂钩
的 ，账面上的工资 少 了 ，公司为 员
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也少 了 ，员工到
底有没有得到 “实惠 ”很难说。“假

如双方 出 现劳资纠纷 ，比如工伤 ，
理赔是依据个人完税证明来核定

赔偿金额的 ，若是用发票换工资的
情况 ，获得的赔偿就可能比正常的
少得多。”田 嘉说 ，在现实中 ，他 曾
经遇到过几起类似案件 ，结果都是
员工吃了 “哑 巴亏”。

“ 所以公司并不是真正为员工

考虑 ，他们的根本 目 的是在逃避某
些必须承担的责任 。员工必须提

高警惕 ，以防利益受损。”田嘉说 。

除 此 之 外 ，相 关 法 律 专 家 认
为 ，这种情况还可能对员工的出 国
旅游 、留 学 、移 民等 多种情况产生

影响 ，因为有些国家要求 申 请上述

情况的人收入要达到一定水平 ，若
是 “发票工资 ”则会影响到完税的

收入证明 。

对于企业以发票冲账“合理避

税 ”的行为 ，湖北省 国税部门相关
人员表示 ，企业的做法已经触犯了
《 税收征收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 。

“ 企业成本需要真实合理合法 ，一

旦发现假发票和非企业或员工正

常开支的报销发票 ，税务部门将按
照国家相关法律给予处罚。”

武汉大学社会学家 周 运清教

授认为 ，员工有权利正常得到劳动
报酬 ，但员工相对于企业而言处于
弱势 ，没有话语权 ，无法反抗企业
高层所做的决定 ，导致这种情况较
为 普遍。“这种 ‘潜规则 ’变成 了 企

业 的 ‘内 制 ’，使得员 工敢怒不敢
言。”他说 。

同 时 ，周 运清表示 ，从整个社
会来讲 ，以发票冲账的行为是一种

诚信缺失的行为 ，间接后果严重 。
但员工有 时乐 当 “发票奴 ”也说 明

对 目 前的个税制度乃至对整个分

配体系不满 。他说 ：“在 目 前高物

价 、高生活成本 的 时代 ，个人所得
税让员工收入缩水 ，员工以此逃避
纳税也是出于无奈。”

（ 张翀 ）

技术类工资普涨20%，
企 业 仍 喊 招 工 难

又到新一轮应届毕业生

求职高峰期 。笔者近 日 从广

东佛山 多场校园招聘会及人

才中介市场 了解到 ，技术类 、
销售类行业工资看涨 ，普遍
提升20%左右 ，但仍然有不少
企业抱怨招人难。有企业招

聘负 责人则 表示 ，毕业生在
求职过程中要摆正心态 。

现场 ：粥 多僧 少招人难

“ 佛 山 本土 一 家 知 名 的

纺织企业 ，需要大量的技术
人才 ，为 了 招 到合适 的毕业
生 ，特别 委托我们举办 了 小
型 的 招 聘 会 ，实 习 期 月 薪
2800元左右 ，转正之后还有

一定程度 的提升 ，其它待遇
有 ：包住 、餐补、跨月 份调休 、

带薪法定节假 日 ，工 资待遇
比 去年都有提升 ，但最后还
是没能招够先前计划需要的

人数。”聊起今年应届毕业生

的就业形势 ，一知名人才 中
介 网 站 的 刘 经 理 举 了 这 个

“ 典型例子”。

在近 日 广东纺织职业技

术学院举办的2013届毕业生

供需见面会上 ，前来摆摊招
聘的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招聘主管邓小姐

也大吐苦水 ：“本次我们的招

聘 目 标是30个机械类的技术

人员 ，但从早上到 中午 ，投简

历 的毕业生没有多少 。我们

的月 薪上调了 200元 ，还是很
难招到工人。”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黄婷介

绍 ，纺院 2013届共有 1903名
毕 业 生 ，加 上 校 外 的 、往 届
的 ，前来应聘 的学生大约有
2500人。“本届供需见面会吸

引 了 350家以上的企业进场 ，
提供了 7600多个岗位 ，其中 ，
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 岗位比

较多。”黄婷还透露 ，还有不

少企业临时要求参加供需见

面会 。

小 曾是广东纺织职业技

术学院轻化系染化 10班的学

生 ，她表示 ：“我虽然是学技
术的 ，但作为一个女孩子 ，确
实不想去搞技术 ，只想找一
份文职的工作。”小 曾告诉笔

者 ，她的期望月 薪是 1800元 ，
虽然做技术 岗位的待遇会高

过她的期望值 ，她依然不打

算考虑 。

业 内 ：学生应摆正心态

对此 ，长期 负 责 人 力 资
源招聘主管工作的陈先生表

示 ，“很多学生都觉得技术类
岗 位又脏又 累 ，很少 有人看
得上 ，即使工资 高一 些 也没
用 ，现在经济好了 ，很多学生
对钱也不是那么看重。”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 的 2013届 毕 业 生 供 需

见面会上 ，一家从深圳过来
参加见面会的企业招聘主管

梁先生告诉笔者 ，他们想招
一批销售代表 ，但这次的招
聘不是很理想，“很多毕业
生受传统就业观念 的影响 ，
学生就业方 向迷茫 ，吃苦耐
劳的精神不足 ，认为销售很
辛苦 而 且 没有前途 。其实 ，
刚毕业的学生 ，在没有找到
自 己 特 别 满 意 工 作 的 情 况

下 ，从事销售工作更能让人
成长。”

一纺织企业的现场招聘

负 责 人 则向 院 校 建 议 ：“学

校 的 就 业 培 训 应 该 早 点 进

行 ，要让学生把心态摆正 一
些 ，最好能邀请 一 些企业 的
招 聘 负 责 人 来 学 校讲 课。”

他说 ，有 些学生很休 闲 地过
来应聘 ，开 口 就 问 能给多 少
钱 ，“很 多 人 连 份 简 历 都 没
有准备。”

（ 王 文 ）

进入冬 季 ，内 蒙 古 地 区 下 了
多 场 大 雪 ，面 对恶 劣 的 天 气 ，中 铁
一 局 托 电 运输公 司 克服 困 难 ，牢

固 树立 “机车保养促机车质量 ，机
车质量保行车安全，”不 断 强 化机
车 的 日 常 保养 ，确 保机车 在 冬 季

运输 中 的 安全。图 为 机车 乘务 员
在保养机车 。

刘顺 良　摄

外来工享失业待遇彰显人文情怀

据 1月 5日 广 州 日 报报道，《广
州 市就业失业登记办法》1月 4日 起
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与 国 内 其

他城市相 比 ，该 办法的 最大亮点在
于 ，广 州 的 失业登记向 外来务工人
员 开放 ，外来务工人 员 领取失业证
之后 ，同 样 可 以 领取失 业保 险待
遇 ，如果 自 行创 业 ，还可 以 享 受每
年8000元的税收优惠。按照《广 州
市就业 失业登记 办 法》，本 市 户 籍
的 各类 失业人 员 、稳定就业满 6个

月 失业的 异地务工人员 ，可以 个人
办理失业登记。

“ 城 里 的 月 光 ，把 梦 照 亮
……”多 年前许 美静的 一 首歌 ，唱
出 了 外 来务工者 的 心 声 。他们 千
里 迢 迢 背 井 离 乡 走进城 市 ，只 是
希 望城 市 的 霓虹灯 能让他们 的 生
活得 以 改 变 。但外 来工在城市 里
打拼 并 不 容 易 ，不 少 外 来 工 常 常
有一种二等公 民的 感 觉 。

伴 随 着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进
程 ，外来 工 已 成 为 一 个 不 容 忽视
的 、规模庞 大 的 特殊社会群体 ，据
不 完全统计 ，目 前有 2亿 多 人。事
实 上 ，外 来工 大批 涌 入城 市 ，可是
不 少城市设置的 高 门 槛 ，又让他们
无 法 真 正 享 有城 市居 民 的 福 利 。
这 自 然 影 响 了 外 来工 尤其是新 生
代 外 来工 的 行为 ，他们 频频跳槽 ，

易 因 挫折而采取一些不理性举动 ，
既不利 于他们 的 自 身发展 ，也不 利
于城市 的稳定发展。

广 州 作 为 我 国 改革 开放的 前
沿 阵地 ，外 来工众 多 ，如何关 爱 外
来 工 ，是 城 市 主 政 者 必 须 面 对
的 。此 次 广 州 市 就《广 州 市 就 业
失 业 登记 办 法 》向 社会公 开征求
意 见 ，该 办 法的 最 大 亮 点在 于 ，广
州 的 失业登记 向 外来务工人 员 开
放 ，外 来务 工 人 员 领取 失 业证之
后 ，同 样可 以 享 受 失业保 险待遇 ，
如 果 自 行创 业 ，还 可 以 享 受 每年
8000元的 税收优 惠 。这对吸 引 和

留 住外 来工 ，无疑将 大有裨益 ，值
得赞 赏 。

（ 钱桂林 ）

华亚职工收到两个“大礼包”
新年前 夕 ，当 不少企业的

职工还在为能否领到工资发愁

时 ，西安华亚公司 的全体员工
却收到了 两个 “大礼包”：公司

利用生产空 闲组织职工提前享

受 2013年的假期 ，大家带薪休
假免费到广西桂林双飞 四 日 旅

游 ；在召 开的第 22届庆圣诞迎
新年职工家属家长联谊会 ，表
彰了 2012年优秀员工 ，职工们
分别领到 了总额近 10万元年终

奖金和 100多份礼品 。

由 全国著名慈善家 、省劳

模郭永胜创建于 1990年的华亚

公司 ，是国家批准的二类眼科
器械生产厂家 ，华亚员工中残
疾人 比例高达 65%以上 。多年
来他大力履行社会责任 ，在大
量安置残疾人就业的 同 时 ，时

时处处严格按劳动法办事善待

职工 ，使职工享受到超过 国有
企业和法律规定的20多项福利

待遇 。在 国家建立企业职工带

薪休假制度后 ，他们从2008年
起 ，该公司就连续五年让员工
每 年 都 享 受 到 带 薪 休假 的 机

会 ，还每年拿出 十余万元费用
组织职工免费旅游 。

2012年 5月 ，华亚全体员
工及上年先进员工的家属共 89

人在郭永胜董事长带领下游览
了 九寨沟 ；而此前的 2011年 5
月 底 ，他带领75名员工坐飞机
赴北京 ，圆 了 众多残疾员工第
一 次 坐 飞 机 的 梦 想 。岁 末 年

初 ，西安华亚公司在全体员工
们共 同辛勤努力下 ，提前完成
了 生产和营销等任务 。为 了 回

报残疾员工们 ，郭永胜董事长
于 12月 15日 委托公司工会 、团

委出面 ，将2013年的带薪休假
提到年前 ，组织大伙免费桂林
双飞四 日 游。此行共有 89名残

疾员工和家属 ，是公司历年来
人数最多 、线路最远 、费用最

高的一次旅游 。

在此次桂林之旅中 ，员工
们在 国旅导游的带领下 ，先后
乘游船游览 了 漓江水色 、观赏
桂林城徽——象鼻 山 ；登临 日
月 双塔 、观赏独秀峰 、探访聚

龙潭神奇溶洞等景点 ，夜 间享
用过阳朔特色风味餐后 ，又集
体观赏了张艺谋执导的 《印象

刘三姐 》的梦幻演出 。

作为随 团采访的记者 ，我
们 目 睹 了 华 亚 公 司 处 处 为 残

疾 员 工 着 想 的 感 人 事 例 。如

为 了 肢 体 残 疾 员 工 出 行 方

便 ，还 特 意 为 身 患 强 制 性 脊
柱炎的张宁等 5人患有不 同程

度 的 肢体 残 疾 员 工 ，配 备 了
帮 扶 的 员 工 ，搀 扶 他 们 上 下
车 ；观 赏 景 点 时 ，公 司 配 备
有 一 位 训 练 有 素 的 聋 哑 翻

译 ，用 熟 练 的 手 势 及 时 将 讲

解 员 讲 的 精 彩 内 容 翻 译 给 聋

哑 职 工 ；公 司 还 有 人 专 门 摄
影 录 像 ，准 备 回 来 将 旅 游 经
过 制 作 成 光 盘 和 画 册 ，让 职
工 留下终身 的美好回忆 。

聋哑员工苗青的父亲苗维

宽等 4名优秀员工的家属免费

参加 了此次旅行 ，整个行程中
他们看到 了残疾人互助 、团结
友 爱 如 一 家 人 ，相 处 那 么 和

谐 ，激动地 向记者说：“华亚

让员工们免费旅游 ，不愧是残
疾人的幸福家园 。一定要让孩

子好好工作 、学会感恩 、回报

社会。”

而在 12月 24日 下午的延续

22年的庆圣诞迎新年职工家属

家长联谊会上 ，200多人欢聚
一堂 。为感谢家属家长的大力

支持 ，董事长郭永胜把近 10万
元年终奖金和 100多份礼品亲 自
递到每位家属家长手 中 。华亚

残企员工为来宾表演 了 《24式

太极拳 》《江南 style》等精彩
节 目 ，掌声和笑声 阵阵响起 。
整个联谊会程序紧凑有序 ，员
工及家属家长和来宾始终沉浸

在快乐之中 。

本报记者　郝振宇

六省份将试点社会监督社保基金
本报讯　人保部近 日 发布消息 ，将在 6个省

份各选择2至 3个市县作为试点 ，开展社保基金
社会监督。按照国务院部署 ，人力社保部今年将
研究拟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办法 。

人保部近 日 发布《关于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社

会监督试点的意见》称 ，在依法强化社会保险基
金行政监督的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的直接监
督。社会监督包括参保人员等任何个人 、参保单

位 、社会组织 、新闻媒体 、专业人员 ，被监督对象
为社会保险相关部门 、经办机构 、征收机构 、相关

服务机构 、用人单位 、参保人员 。

意见要求 ，人力社保部将根据工作基础和自
愿的原则 ，在 6个省份各选择2—3个市县作为部
级试点地区。各省市可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有条
件的市县开展试点工作 ，并报部里备案 。

（ 小 文 ）

乾县“无欠薪承诺”活动温暖农 民工
本报讯　乾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把着力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作为落实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来抓 。近 日 ，他们在全县建筑行业 中 广泛开展
“ 无欠薪承诺书”活动 ，积极倡导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代表签订“无欠薪承诺书”，全力构建让农 民工
放心 、舒心的和谐劳动用工关系 。目 前 已有 28

家建筑企业率先与劳动者签订了承诺书 ，深得社
会各界好评 。

2012年以来 ，乾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督促监
督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要求企业向社会
保障机构缴纳工资保证金 ，同 时 ，召 开用 人单位
与劳动者座谈会 、联谊会等 ，为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之间搭建起了 良好的劳动用工平台 ，构建起公
平 、合理 、合法 、安全 、放心的劳动关系 。广泛开

展“无欠薪承诺”活动。同时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 ，联合公安 、工商 、民政 、住建 、
工会 、妇联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对全县 40
多家建筑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 ，坚决杜绝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行为和现象。他们对拖欠较严重的

重庆普和劳务公司和三阳金恒建筑劳务公司等 4
家用人单位 ，进行现场办公 ，现场监督 ，现场发
放 ，共发放拖欠工资 339万元 ，赢得了 农 民工的
称赞 。　（李艳　袁 宝 明　李 颖　杨 国 锋 ）

让寒冷的冬天不再冷
——西安同 盛祥饭庄救助 一患病职工小记

冬天还是那样寒风刺骨 ，冷冷清清 ，但西安
同盛祥饭庄却让爱温暖了冬季。2012年 12月 22

日 ，同盛祥饭庄党政工团联合发出 向 困难职工 巴
大成献爱心捐款的倡议书 ，多 日 来 ，一场持续的
爱心捐款行动在饭庄内迅速开展起来 ，全体职工
纷纷解囊 ，捐款相助 ，让困难职工 巴大成在这寒
冷的冬天里不再冷 。

巴大成 1971年 6月 分配至同盛祥饭庄工作 ，
1983年因身体有病无法工作 ，回家养病 ，至今享
受劳保待遇 ，月 收入只有200余元。已满60岁 的
巴大成曾多次向饭庄领导提出退休申请 ，经查阅
其档案及询 问老职工 ，了解到 1986年 12月 因其
无身份证未能办理养老保险，2000年因其无钱补
缴养老保险费而搁置 。饭庄党政领导考虑其长
期有病 ，且父母双亡 、无兄弟姊妹 ，平时以拾破烂
为生 ，生活极为 困难。2012年因拖欠千元物业费
被迫停水停气 10个月 ，正常生活 已无法保证 。
因此 ，要解决 巴师傅的贫困 问题 ，必须为他补办
退休手续 ，但办理退休须补缴养老金3.8万元 。

巴大成一直是饭庄帮扶的困难职工之一 ，其
无身份证 ，也无力承担补交费用 。饭庄立即采取
行动 ，一方面安排专人带领他办理身份证 ，并 向
养老保险处递交补办退休的 申 请 ；另一方面动员
社会各方力量及全店员工捐款 ，想办法为他筹集
资金 ，最终筹得了所需的资金 。记者采访时 ，巴
师傅的退休手续正在按步骤顺利进行 。

本报记者　阎 冬　通讯 员 　蒋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