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条的例文 没有借条合同的借贷关系案例
(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借条的例文篇一

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
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明知个人借款用于赌博、贩卖假币、贩
卖毒品、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给他人，其借贷合同不受法
律保护，对行为人还要处以收缴、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
事责任。

2、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

(三)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
法集资;

(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实践已充分表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
秩序，从根本上损害了群众利益，给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造
成了严重危害。按照国务院(1998)第247号令第18条规定，因
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这是因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本身是违法行为，参与非法金融
业务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参与者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受国家
法律保护。

3、非金融企业以合法借贷掩盖的非法金融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



问题的批复》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二)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三)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该批复还规定：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的有关规定办理。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
效要件，因而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果。

4、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贷款通则》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
或者变相借贷融务。”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国家金融法
规，属于无效合同。依照有关法规，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合
同，法院除判决返还本金外，对出借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
的利息应当收缴，对借款方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5、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
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
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
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
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
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6、违背真实意图的借贷关系



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图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无效。借贷关系无
效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还本金;借贷关系无效由债务
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
率给付利息。

7、高利贷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
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
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
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
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由此可见，高利贷利息不受法律
保护。

借条的例文篇二

在民间借贷中，容易产生争议的时间包括两点：还款时间和
欠条书写时间。

还款时间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的应当归还本息的时间。
现实中人们经常忽视这项约定，或未作出明确约定。最常见
的表述为“一定时间后”还款，如“一年后”还款。“一年
后”从字面上来讲是一个时间段，而非时间点。借款后两年、
三年或更长时间还款都能够被理解为“一年后”还款。尽管
法律上对此有着一定的解释规则，但这种书写方式毕竟增大
了实现债权的不确定性。还款时间的不明确，在实践中也容
易引发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因此，在约定还款时间时，最
好将其明确到年月日。

借条形成时间通常是债务人书写欠条的时间。这一时间的约



定也应当具体到年月日。实践中，债务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
漏写这一日期，或仅仅书写年月日的一部分。如债务人仅写
明八月一日。尽管在书写借条时这一时间对债权人债务人都
是明确的，但时过境迁，难免会对借条的形成时间产生争议。
而借条形成时间的不明确则可能导致诉讼时效难以计算。债
权人可能不得不面对借条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问题。
尽管文书的形成时间有可能通过物证鉴定来确定，但这样做
也并非绝对可靠，而且将增大当事人的费用支出。

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用人可能随时归还，出借人可随时
要求归还。

6、催款问题

要及时催款。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借贷期满后，债权人应及时要求债务人归
还借款，不能碍于情面或其他原因不及时催款。如债务人一
时无法归还，出借人可在时效届满前，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
划或催要证明等，这样诉讼时效就可从新的协议订立之日重
新计算。如债务人仍不按期履约或外逃，债权人应在借款期
满后的2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依法催收，否则就视为放
弃债权，法律不予保护。

7、借贷保证要准备

这并非必要条件。出借人要注意了解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对
于数额较大或有风险的借贷，可要求借款人提供相应的财产
抵押，或找有一经济实力的第三人作担保人。另外，如果借
贷双方没有征得担保人同意，对还款期限或利率重新约定的，
担保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抵押和担保都有应签订书面协议。

8、公证



9.见证人

10、还钱时索回借条。

还钱时要当场索回借条。若对方将借条遗失或一时找不到，
则应让对方当场写下收据。

日常经济交往中，打欠条应用越来越多，因打欠条不规范而
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为了防范法律风险：

一、打欠条时要注意：

1书写要清楚，注意大小写;名字要写全名，最好与身份证上
的名字一致;一定要写明日期;内容部分与签字盖章之间空白
留得不要太大，否则容易被人增写其他内容，做手脚;印章要
规范。

2不要用易褪色的笔书写。用圆珠笔或其他易褪色的墨水笔写
欠条，当遇到保存不当受潮或水浸时，字迹会变得模糊不清，
并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化学制剂涂抹留下可乘之机。

3一定要认真核对。找别人或对方代写后的字据应认真审查，
不能稀里糊涂地签字盖章，不然在纠纷中会吃亏。

4还款时一定要索回欠条。还款时，如对方称一时找不到欠条，
应让其写一张收据留存，这样才不会给日后留下隐患。

二、欠条的书写流程：

1、欠款的原因;

2、欠款准确数额，金额应用大写表示;

3、明确欠款的偿还期限;



4、违约责任要写清楚，如利息等;

5、必要时，应当由担保人签字，并写明担保期限、责任.

三、附欠条格式：

欠条

因买到张三xxx，总价款x元整，已付x万元，尚欠x元于今年x
月x日前付清。每拖延一天，加付欠款额的×%。

欠款人：×××

xxxx年x月x日

xxx于x年x月x日向xxx借款xxxx元整(最好用大写并不要留空
格,防止有人更改)双方协议借款时间为x个月(如果有利息也
要写上但要注意利息不得高于银行利率的3倍否则视为非法)

此协议一式两份分别由双方各持一份

债务人:xxx债权人:xxx担保人:xxx

200x年x月x日

一、打欠条务必规范打欠条时尽量使用碳素等不易消褪、更
改的墨水，借款金额前注明币种，并用大写汉字，同时还要
在括号里填上小写的阿拉伯数字。规范的格式通常为“因何
原因，向何人借款多少钱，借款利率是多少，在何时归还，
欠款人署名，证明人署名，某年某月某日”。

二、特别注意不要使用多音、多义字我国的许多汉字存在一
字多音、一字多解的现象，在欠条中一旦使用这些汉字，就
有可能造成纠纷。比如“还欠款人民币壹万元”，既可以理



解成“已归还欠款人民币壹万元”，也可以理解成“仍欠款
人民币壹万元”。

三、欠条必须由债务人本人填写有的债务人原本就有意要逃
避债务，在打欠条时，故意找人代写。当债权人索款时则以
不是本人笔迹为由，拒绝偿还。所以欠条必须由债务人本人
填写。如欠条为打印稿，在欠款人署名栏最好要求由借款人
签名、盖章、按手印。

四、妥善保管欠条要注意防止欠条被盗、丢失或受污染等现
象，保管的地方要安全、不易潮湿，也不能与化学物质接触。
同时，还应复印几份，在以后催款时，可先向借款人出具复
印件，以确保原件的安全。

五、要及时催款借贷期满后，债权人应及时要求债务人归还
借款。如债务人一时无法归还，则要求债务人签订一份还款
协议。如债务人仍不按期履约或外逃，债权人应在借款期满
后的两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催收。

借条范文

借条的例文篇三

2月9日，帅甲向陈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某现
金拾万元正”，帅甲在借款人处签名，下一行又注明“202
月9日到年8月9日归还”。同时在场的被告帅乙在帅甲还款时
间下一行签名并捺印。嗣后，陈某因向被告帅甲、帅乙催讨
无果后诉至法院。被告帅乙以自己只是借款的见证人，不应
承担还款责任为由提出抗辩。

[分歧]

审理中，对帅乙在该借条上未注明身份的签字性质应当怎样
认定产生了二种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帅乙应当认定为见证人。理由是：帅乙在陈
某借条下方空白处签名，并没有接着在“今借人帅甲”后面
或下一行。故帅乙不是共同借款人，只是应陈某、帅甲的要
求作个借款的见证人。

另一种意见认为，帅乙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帅乙应与帅
甲共同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理由为：陈某坚称帅乙与帅甲
同属借款人，自己只是在办理借条手续时未注意签名细节。
而帅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知道也应当知道自
己是在借条上签字，故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在借条上签字只能存在三种身
份：借款人、保证人或见证人。而这几类人因其性质、关系
等不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无论是
何种身份，签字时均应明示自己是何种身份，即应作出明确
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就此推定签字人的实际身份。本案中，
作为借款人身份，帅某甲已经签名且注明了还款时间，帅某
甲是借款人无疑。作为保证人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
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
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
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
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帅某乙在借条上的签名并
没有注明。作为见证人身份，从签名形式上看，帅某乙并没
有接着在借条上“今借人帅某甲”后面或下一行签名，而是
在帅某甲作为借款人签字、注明还款时间的下一行签名。这
与日常民间借贷的借条签名形式完全不符。帅某乙签名的这
段距离完全否定了其共同借款人的身份。故帅某乙应作为见
证人。

延伸阅读



一个借条要想让它具有法律效力，应具备如下内容：

1、应写清楚借款人和放款人的法定全名;

2、应写清楚借款金额，包括大写和小写的金额;

3、应写清楚借款时间期限，包括借款的起止年月日和明确的
借款期限;

4、应写清楚还款的具体年月日;

6、应写清楚借款本息偿还的年月日时间及付款方式;

7、应有借款本人亲自签章、手印或亲笔书写的签字。

借条的例文篇四

欠条和借条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们形成的原因不同，借款
主要是因借贷而产生，欠款则可能是因为买卖、租赁、利息
等原因产生。借条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日期，那么债权人可以
在任何时间索要，时效从债务人拒绝还款时起算，最长时效
不得超过，如果约定了还款期限，则时效从还款期满时起算。
欠条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则诉讼时效从欠款形成之日起
算，约定还款期的从还款期满时起算。也就是说，约定了还
款期的借条和欠条，时效是一样的，没有约定还款期的借条
和欠条，则是有区别的。

为了避免发生争议，民间借贷最好是书写借条，用欠条代替
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书写的是欠条，债权人一定要注意保存
交付证明，如银行转账凭证等。

借条一般应包括借款人、出借人双方详细信息(包括姓名、性
别、出生年月、籍贯、住址、身份证号等。以便在发生纠纷
起诉时方便法院查明双方信息)、借款时间、还款时间、借款



金额、有无利息、逾期未还款的违约金条款等等。

借条的例文篇五

甲于2006年10月潜入乙家，盗得一台笔记本电脑并拿走一张
借条。该借条上详细记载了丙借甲10万元，并约定借款半年
后还款的事实。甲根据借条上的记载，于还款期限前找到丙，
与丙商定，以3万元的价格将借条转让于丙。丙得借条后将借
条销毁。甲因为借条的丢失，丙拒不归还，没有收回借款。

[分歧]

在本案中，对于丙利用甲盗窃借条所形成的条件，收买并毁
弃借条，逃避债权的行为符合何种罪名，有不同意见。第一
种意见认为，丙通过收买借条的行为，拒绝归还由自己事实
占有的本应归还的借款，构成侵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丙利
用甲盗窃形成的条件逃避债务，构成共同犯罪，应认定为盗
窃罪。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丙不构成盗窃罪，构成侵占罪。

一、丙不构成盗窃罪

仅从行为的外在表现看，侵占行为也可以在被害人不知情的
情况下进行，非典型的盗窃案件也可以是半公开甚至公开进
行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盗窃罪的对象处于
被害人的排他性控制之下，通过偷窃排除被害人的排他性控
制;侵占罪是不转移占有的犯罪，对象是代为保管物、遗忘物、
埋藏物，被害人都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排他性控制。作为证明
借贷关系唯一凭证的借条被窃后，借条上记载的债权能否实
现已经不确定，乙对债权已经丧失了排他性控制，不符合盗
窃罪的对象。



二、丙构成侵占罪

刑法对于侵占罪对象之一的表述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
“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有两种理解，一是狭义的，从被害
人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理解为基
于被害人委托，产生占有状态的财物，“代为保管的他人财
物”以被害人委托为限。第二种是广义的，从行为人的法律
义务理解，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理解为，基于一定事
实，行为人负有代物主行使管理义务的财物，而所依据的事
实不一定是物主的委托，也可能是其他是行为人负有保管义
务的原因。“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不以被害人的委托保管
为限。采用广义的理解更具有合理性，理由如下。

第一，立法规定的不同罪名，其行为特征有根本的不同。同
样是侵犯财产罪，侵占罪与盗窃罪、抢夺罪、诈骗罪的一个
重大区别在于，侵占罪是一种不转移占有的犯罪。也就是说，
侵占的具体犯罪行为发生前，行为人已经对犯罪对象有平稳
地占有。法律在乎的是这种占有状态的存在，至于这种占有
是基于何种行为发生，并不是立法本意所关心的事情。行为
人无论是通过委托、借用、租赁、担保还是无因管理而获得
对财物的控制，都能够形成对财物的占有状态，在占有事实
产生这一点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在这里，法律评价的对
象，是属于法律规范内的占有状态，而不是法律规范外的这
种占有状态形成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基于被害人的委托，
还是基于借用、租赁等行为产生的占有，都能使行为人负有
保管义务，使该财物成为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

第二，考察立法的意图，侵占罪的目的是通过立法的禁止性
规定，维护正常的财产秩序，使不在物主占有下的财产不至
于沦为他人所有。前文所述他人代为占有状态形成的原因，
对于被害人的财产权益的效力没有影响。同等效力的权益，
法律应该一视同仁地予以保护。对被害人委托保管的财产，
刑法要给予保护。对被害人因为租赁关系、担保关系、借用
关系等交由他人占有的财物，刑法也应给予保护。法律规定



了遗忘物是侵占罪的对象。遗忘财物的情况，从被害人方面
讲，其对于财物转由他人占有是有主观过错的。而通过租赁
关系、担保关系、借用关系转由他人占有的情况，被害人没
有过错。刑法对有过错的当事人尚且给予保护，对于完全无
辜的被害人当然也要给予保护，甚至给予更大力度的保护。

第三，对“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做包括广义解释，不属于
类推解释，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为了更好地适用法律，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出于
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需要，刑法禁止类推解释，但允许扩大
解释。二者的区别在于，从实质上来说，类推解释超出了普
通公民的预测可能性，使公民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扩大解释
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公民基于自己的预测的行为，不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法律后果。基于公序良俗，普通公民都会
对任何占有他人财物，却拒不归还的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可
以预测这种行为会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因此，但凡具有正
常是非观念的人，在作出上述的行为时，应该对自己要承担
的法律后果有所判断。因此，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做
广义理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案例中，乙将钱借给丙后，丙就负有在还款期限到达时，返
还借款的义务，如果约定利息，丙还负有给付利息的义务。
在还款期限到达前，丙可以保存、使用借款;如果乙因为一定
原因，将一笔钱存放在丙处，丙一样负有在保存期满返还的
义务。从民法原理上看，货币是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因此，
在保存期满后，丙既可以将乙的钱原封不动地返还，也可以
返还自己所拥有的等价值的钱。换言之，即使是乙将货币交
给丙代为保存，丙在保管乙的货币期间，也可以使用乙交付
的代为保管的货币。可见，无论是代为保管货币还是借款，
丙在一定期限内，都享有对货币的占有和使用权，也都负有
在期限届满时，返还货币的义务，乙都享有期满后的货币返
还请求权。差别在于，有息借贷产生利息问题、有偿保管产
生保管费用问题。但这种差别不影响二人的法律地位和行为
权限。不难看出，两种情况从本质上来说，乙事实上都处于



丙的货币保管人的地位。

综上，丙处于被害人财产保管人的地位，本应积极履行自己
返还借款的法律责任。但丙却利用甲盗窃行为形成的便利，
与甲合谋销毁了借条，并进而赖账，阻碍乙对于借款请求权
的行使，构成侵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