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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80_9F__

E6_9D_A1__E9_99_c122_479682.htm 借条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出

具的借款书面凭证。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使用过借条。但

是，朋友们是否知道，借条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见钱眼开

的人，用来作为欺诈钱财的手段，从而使你遭受救济损失。

以下是笔者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总结的常见借条陷阱类型： 一

、是己借款，非己写条。案例：王某向张某借款10000元。在

张某要求王某书写借条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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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认帐。张无奈起

诉法院，经法院委托有关部门鉴定笔迹，确认借条不是王所

写。故法院驳回了张的诉讼请求。后该案经张某申诉到检察

机关要求抗诉，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后，认为有必要由公安机

关侦查。后经侦查，王承认借款属实，借条是其找别人仿照

自己笔迹所写。 二、利用歧义。案例1：里某借武某50000元

，为武某出具借条一份。两个月后里某归还5000元，遂要求

武某把原借条撕毁，其重新为武某出具借条一份：“里某借

武某现金50000元，现还欠款5000元”。这里的“还”字既可

以理解为“归还”，又可以解释为“尚欠”。根据《民事诉

讼法》相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武某不能举出其他证

据证实里某仍欠其45000元，因而其权利不会得到保护。 案

例2：张某向王某借现金3000元，向王某出具借条一张：“借

到张某现金3000元，2002年8月17日”。后王某持该借条向人

民法院起诉，张某当庭辩称此借条证实王某借其款3000元，



要求王某归还现金3000元。后经证实，张某在书写欠条时，

把本应写在现金3000元后的借款人名字故意写在“借到”二

字后面的空格处，致使欠条出现歧义，以达到不还借款的目

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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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给其写的借据丢失，因此为孙某搭写

收条。类似的还有，“凭条，今收到某某元”。 四、财物不

分。案例：郑某给钱某代销芝麻油，在出具借据时，郑某写

道：今欠钱某芝麻油毛重800元。这种偷“斤”换元的做法，

使价值相差10倍有余。 五、自书借条。 案例：丁某向周某借

款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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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元。丁某欲辩无言。后查明，周某在12000后面留

了适当空隙，在丁某签名后便在后加了“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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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写条不写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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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审理后以《合同法》第211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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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上是常见的几种搭写借条的欺诈手法，还有两个与出借款物



有关的问题需要引起朋友们注意，一是借款时如果明知对方

将用于非法活动，不要借款给对方。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该

借款不受法律保护。在对方不还钱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诉讼途

径予以保护。二是对约定有还款期限的借条，要在还款期限

届满之后两年内主张权利即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我国法律

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

年，如果借款人在借款到期两年后向人民法院起诉，却没有

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情形的，就会丧丧失胜诉权。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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