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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事人以借条、欠条、收条、付条作为书证向法庭提出诉

讼的情况。殊不知这四种便条是有严格区别的，在经济交往

中一旦张冠李戴，极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法律后果。最近

，江苏省海安县的徐某就因为将“付条”写成“借条”，惹

出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官司。多亏法官慧眼识出“庐山真面

貌”，才避免了承担巨额“借款”的不利结局。2004年2月7

日，随着上诉期的过去，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借款纠

纷案，判决驳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并让其承担各项诉

讼费用3690元。 2003年11月初，海安法院的高法官接办了一

件看似十分简单的借款纠纷案。原告张某在诉状的事实与理

由部分只陈述了一句话，即“被告徐某于1999年度分三次向

原告借款共计64500元，现多次索要均无果，故诉至人民法院

请求依法判决。”同时，原告张某附随诉状呈上了3份借条。

此类案件高法官不知审过多少次，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一般

都不复杂，随即他就发传票通知当事人到庭调解。 意想不到

的是，被告徐某一到庭就大喊“冤枉”。徐某陈述说，他和

原告张某及案外人陈某系工程合伙人，他向徐某打“借条”

付款，只是作为合伙内部资金运作的一种凭据，并不是因为

两人私人之间存在什么借贷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高法官仔细审阅了一下3份借条，发现3份借条系1999

年11月至12月打出，其中最后一份借条中被告标明的身份是

“经办人”，尽管借款总额高达64500元，但3份借条均未注



明利息和还款日期，且原告间隔4年之久才向法院诉讼追款，

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见疑点较多，而双方的意见差距又很

大，高法官果断决定约期开庭审理此案。 本案先后进行了两

次庭审。原告举出的证据仍然是起诉时提供的3份借条。被告

所举证据为合伙协议书、合伙帐务清单各一份，并申请法院

传唤了案外合伙人陈某等4人到庭作证。庭审查明了以下事实

：1999年11月26日，原告张某、被告徐某及案外人陈某签订

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由3人共同组建“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

西北分公司第五工程处”，由被告主持工程处的全面工作，

原告负责财务方面的工作，陈某主要负责山西业务方面的各

项事务。11月27日，即签订合伙协议的次日，被告向原告付

款50000元，用于工程事务；另于同年12月20日向原告付款500

元，于12月25日以经办人的名义向原告付款14000元，但被告3

次均是以“借条”形式出具的凭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被告向原告付款50000元后的同年12月15日，3名合伙人签订了

帐务清单一份，该清单载明原告在合伙事务中“垫资51688元

。”来源：www.examda.com 庭审中，被告进一步辩称道，双

方所讼争的借贷行为发生在合伙期间，借款系被告在合伙期

间向原告支付用于合伙事务的，现合伙期间的帐务尚未结算

，原告的诉讼行为实际上是利用管理合伙期间帐目的便利进

行恶意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及陈某之间所签订

的合伙协议书，对各合伙人在所组建的工程处的工作分工、

事务处理和盈亏分担、退伙、财务制度、人员任聘、财务权

属、利润分配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合伙关系依法成立。合伙

人应对合伙期间的经营活动共同决定、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讼争借款系合伙之外另行发生的债权



债务关系，不包含在“垫资款”中；况且第3次借款时被告明

确注明其身份是“经办人”，同时有多名证人证言佐证了被

告对事实的主张，可以认定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行为系其

向管理合伙组织财务的原告付款用于合伙事务的职务行为。

本案原、被告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帐目未予结帐清算，债权债

务关系尚不明确，故对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请求，

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前述判决。 承办

人高法官告诉笔者，近年来，因为错打债务便条引发的官司

屡屡发生，既有人由于接受错便条而使债权落空的，也有人

由于出错便条而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债务的，希望人们能从

本案吸取教训，不要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点评：本案的焦点

主要是债务便条的识别问题。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

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

具有三个要素，即债的主体，包括享有权利的债权人和承担

义务的债务人；债的内容，指债权人享有的债权和债务人负

有的义务；债的客体，即债权和债务指向的对象。债的产生

也同其它法律关系一样，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

实是指法律规范规定的、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

更和消灭的条件或根据。法律事实分为两大类：法律事件和

法律行为。法律事件是指法律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

如死亡引起的法定继承之债。法律行为是指依当事人的自觉

意志而作出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

。如签订合同产生的合伙之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32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使



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也就是说，合

伙一经成立，合伙人投入的财产即转为合伙组织的财产，不

再归合伙人个人所有。本案中，原告张某投放合伙组织的“

垫资款”，即已转为合伙组织的财产，原告使用该款应视为

使用合伙组织的财产。《民法通则》第34条同时规定：“合

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

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风险与权利如影随形，这是

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被告参与合伙组织后，就应当承担相

应的风险。当然，合伙组织决定解散并达成财产分割协议后

，控制财产的合伙人如果不履行协议，就会在原合伙人之间

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本案的合伙帐目未经清算，且无证据

证明原、被告在合伙之外存在私人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原告

的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 债务一般都要以一定凭证的形

式表现出来。借条、欠条、收条、付条都属凭证便条文书，

都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为了证明事务性

往来的真实情况，物资交流的真实数目，并明确当事人权利

与义务后订立的条文。借了个人或公家的现金、财物时写给

对方的条子，就是借条。向个人或组织借了钱，只归还了其

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拖欠未还，对拖欠部分所打的条子，

叫欠条；还有一种情况，当借了个人或团体的钱、物，事后

补写的凭条，也叫欠条。收到交来的钱或物，写给送交者的

作为凭据的条子，就是收条。单位或组织的工作人员支付一

定的钱、物从事公务时，往往出具的是付条。从以上定义可

以年看出，借条、欠条比较相似，一般均能明确地反映当事

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收条、付条一般只能反映钱、物的

流向，并不必然反映当事人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在



日常经济交往中，人们应视不同情形，区别适用借条、欠条

、收条及付条。书写时做到格式合乎要求，内容具体、准确

、严密、语句表达单一，以避免在将来的诉讼中处于不利地

位。本案被告徐某就是因为错将“付条”写成“借条”，导

致官司缠身；如果其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等待他

下吞的是败诉的苦果，做“冤大头”时打掉牙也只能往肚里

咽。我们真诚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吸取本案被告的教训，

这也是承办人高法官所衷心希望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