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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欠欠条条遇遇到到““马马大大哈哈””，，11万万块块钱钱飞飞了了
四成市民借钱靠“刷脸”，亲友借钱更易捅娄子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帅

借钱闹纠纷
好友撕破脸

李先生告诉记者，5年前朋
友买房在他那里拿了1万元钱
救急，当时看在熟人的份上，李
先生也没有要利息，让朋友打
了欠条后就把钱拿走了。借款
期间，李先生暂时用不着钱，所
以就迟迟没有催着朋友还钱。
眼下，李先生的儿子马上就要
买房了，李先生准备让朋友还
钱。李先生说：“本以为他能还
我，没想到惹出这么多事。”

李先生催着朋友还钱，朋友
却一口咬定钱早已经还给了李
先生，如今李先生又来要钱，这
种做法“不地道”。李先生说：“刚
借钱的那两年，到过年的时候，
他还到我那里去说说，后来渐渐
地就不去了，再也不提借钱这回
事，可钱是真的没还。”后来李先
生催得紧了，朋友就来了一句

“现在没钱，有本事你去告我”。
再三催款无果，李先生拿

着借条去法院，结果被告知借
条中没有还款日期、借款日期
以及借贷关系不明确，被认定
为无效借条。李先生说：“律师
说我这借条根本就没有用，即
使打官司也打不赢。”李先生与
朋友三番五次的交流中，意见
不合早已撕破了脸。如今，和解
几乎不可能，走法律途径又走
不通。“当时打欠条的时候，我
还真没注意，也不知道借条怎
么打，俩人随便写了一张，看来
是自己马虎了，1万块钱就这么
没了。”李先生无奈地说。

李先生的妻子无奈地表
示，这1万元就当给自己提了个
醒，以后不管亲戚朋友谁借钱，
都要按着步骤走，叫上证人写

好借条。李先生的妻子张女士
说：“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会发
生啥事，碰到我丈夫这种马大
哈，连借条都写不好，遇到纠纷
就麻烦了。”

四成市民借钱靠刷脸
一半借条不合规

面对一张无效借条，除了
自己“马大哈”外，李先生坦
诚，自己觉得钱借给熟人不会
出什么问题，心里根本没有防
范意识。李先生说：“虽然银行
里各种业务都很方便，大家很
多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去亲
戚朋友那借钱，都是熟人，很
多人在借钱过程中都不会写
借条。”

记者走访发现，近四成的市
民表示如需要钱都会去亲戚朋
友那里借，绝大多数都会免息。
市民刘女士说：“除了做生意外，
生活中需要钱，金额较小，亲戚
朋友凑凑就够了，去银行贷款太
麻烦，都拿周围的熟人开刀。”当
谈到是否会要求写借条的时候，
刘女士表示自己很少会要求写
借条，“碍于人情和面子，都是熟

人，刷脸就行，不用写借条。”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民间

借贷考虑到金额不大，一旦进
入司法程序，难免会使双方的
成本增加，很多时候都会私了，
不会对簿公堂。市民张先生借
给朋友5000元，结果朋友赖着
不还，最终张先生要来了2000
元了事。张先生说：“有时候遇
到这些老赖，还真不好意思跟
他撕破脸，尤其是熟人，总觉得
人情面子上过不去。”

“熟人借钱好说话，但是该
有的步骤还是要有，我觉得写
借条是必须的，亲兄弟还要明
算账，不然更易捅娄子。”法律
工作者郭先生谈道。令郭先生
担忧的是，他平时见过的借条
中，在格式、措辞、签名等多个
方面，几乎一半是不合格的。郭
先生提醒市民，借条中一定要
包括债权人姓名、借款金额(本
外币)、利息计算、还款时间、违
约(延迟偿还)罚金、纠纷处理
方式，以及债务人姓名、借款日
期等信息。郭先生说：“最好要
写上身份证号，即使是熟人也
要有正规的借条，这是对借贷
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经经侦侦宣宣传传日日，，民民警警教教你你保保住住钱钱袋袋子子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王帅) 5月15
日，是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罪宣传日。上午，商河公安经侦
部门在中润购物广场围绕“防
范风险 护航发展”主题，集中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咨询群众达到200多人次。

活动过程中，公安部门重
点围绕常见经济犯罪，重点揭
露和防范假币、假发票等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犯罪；
非法集资、传销、系列合同诈
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等
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人员向
市民详细讲述了怎么区分假
币、信用卡被盗刷怎么第一时
间维权等问题，受到了市民的
广泛关注。市民王先生说：“过
去不知道什么是经济犯罪，今
天现场了解后明白了，以后可
得好好防范这些不法行为。”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借助宣
传台和宣传资料等方式，全面展

示了近年来商河公安打击和防
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向过往群
众讲解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涉
众性经济犯罪的危害、特点和防
范措施。对于非法集资，工作人
员谈到，一般所谓的理财公司、
担保公司、金融咨询公司都不具
备吸收客户资金的资质，不法分
子为吸引投资者，攫取更大的经
济利益，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
其犯罪的事实，并承诺有担保、
低风险、高回报等。投资过程中，
不能仅凭其是否有合法注册，也
要分析其承诺的高额回报是否
合理，更要考察其吸收资金行为
是否符合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不
要被其耀眼的招牌、诱人的项
目，特别是资金实力和高额的注
册资本所迷惑，谨防上当受骗。

工作人员说：“我们希望借
此机会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能
力，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
击防范经济犯罪，教会市民看
好自己的钱袋子。”

市民李先生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电话，讲述了自己的一件烦心事。5年前借给朋友1万块钱，朋
友迟迟没有归还。如今，去和朋友要钱，朋友不认账。李先生与朋友撕破脸想走法律途径时，才发现欠
条是无效欠条，李先生只能哑巴吃黄连。记者走访发现，民间借款，无效借条能占到一半多，碍于人情
和面子，亲友借钱更易捅娄子。

1、打借条时故意写错名
字

案例：王某父子向朋友
张宗祥借款20万元，并打下
借条，约定一年后归还欠款
及利息。想不到王某父子在
借条署名时玩了个花招，故
意将“张宗祥”写成“张宗
样”。到还款期后，张宗祥找
到二人催要借款，二人却以
借条名字不是张宗祥为由不
愿归还。无奈，张宗祥将王氏
父子告到法院。

打借条时不妨请借款人
把身份证号写上去，这样即
使借款名字书写潦草，也可
以凭身份证号确定其人。

2、自己借了款，他人写
借条

案例：王某向张某借款
10000元。张某要求王某书写
借条，王某称到外面找纸和笔
写借条，离开现场，不久返回，
将借条交给张，张看借条数额
无误，便将10000元交给王。后
张向王索款时，王不认账。张
起诉至法院，经鉴定笔迹，确
认借条不是王所写。后经查
证，王承认借款属实，借条是
其找别人仿照自己笔迹所写。

提醒大家，在借条书写
过程中要现场完成，中途不
得离开自己的视线，可以邀
请证人同在。

3、利用歧义，以“收”代
“借”

案例：李某向孙某借款
7000元，为孙某出具条据一
张：“收条，今收到孙某7000
元”。孙某在向法院起诉后，
李某在答辩时称，为孙某所
打收条是孙某欠其7000元，
由于孙某给其写的借据丢
失，因此为孙某代写收条。类
似的还有，“凭条，今收到某
某7000元”。

在书写借条的过程中，

写清借款原因，“收”“借”分
明。一定要反复核实信息，多
读两遍，尽量不要出现歧义
的文字。

4、自书借条
案例：丁某向周某借款

20000元，周某自己将借条写
好，丁某看借款金额无误，遂
在借条上签了名字。后周某
持丁某所签名欠条起诉丁
某归还借款1 2 0 0 0 0元。丁
某欲辩无言。后查明，周某
在 2 0 0 0 0前面留了适当空
隙，在丁某签名后便在后加
了“1”。

提醒大家，金额的阿拉
伯数字后面追加汉字大写，
谨防篡改。

5、两用借条
案例：刘某向陈某借款

18000元。出具借据一张：“借
到现金18000元，刘某”。后刘
某归还该款，陈某以借据丢
失为由，为刘某出具收条一
份。后第三人许某持刘某借
条起诉要求偿还18000元。

在整个事件中，将借据
遗失一事明确载明。如果借
条丢失，双方协商后可重新
书写借条。

6、借条不写利息
案例：李某与孙某商量

借款10000元，约定利息为年
息2%。在出具借据时李某写
到：今借到孙某现金10000
元。孙某考虑双方都是熟人，
也没有坚持要求把利息写到
借据上。后孙某以李某出具
的借条起诉要求还本付息，
法院审理后依据“自然人之
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
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
不支付利息”的规定，驳回了
孙某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

在借钱过程中，利息呈
波动过程，应事先明确约定，
并记载于借条之上。

常常见见的的66种种借借条条陷陷阱阱

葛相关链接

写借条一定要慎重，关键条件不可少。

公安人员向市民讲解经济犯罪。 通讯员 王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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