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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约定不明确，多
年好友对簿公堂

周某与汪某曾是同窗好友，两
人还合伙开过公司，经常有资金往
来。但今年 3 月 1 日，周某起诉汪
某要求其归还借款，并支付20%的
利息。

周某持有的借条是汪某一年前
写的，上面只写着“今借周某人民
币 120 万元整”，并没有写明借款
利息，也没有限定具体的还款日
期。周某解释称，两人关系一向较
好，所以，对这笔借款的利息和归
还期限只作了口头约定，他承认，
自己实际上知道，出借时最好把利
息之类内容写清，但心里又有一种
纠结，“朋友之间借钱，有个大概

意思就可以了，过去也是这样做
的，之所以把借条写得这样简单，
是想表达我对此不计较，把朋友感
情放在了首位”。

而汪某对周某的说法予以否
认，他称，两人关系不错是事实，
但对这笔借款确实没约定过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
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被告
在收到原告交付的借款后，应依约
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原、被告之
间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故借期内
系无息借款。由于本案的原、被告
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因此，原告
可随时向被告主张还款，同时给予
被告合理的准备期限。据此，法院于
近日作出判决，按照原告的起诉日
子，给予被告 8天准备期限，被告汪
某偿还原告周某借款 120 万元，同
时，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
自2018年3月1日起的利息损失。

审案法官表示，按照相关法律
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对
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视为不支付利息。若借款人未按照
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只能按照约
定或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本案中原告周某手里虽然有汪某写
的借条，并以对方曾作过口头承诺
为由，要求对方支付利息，但由于
被告不承认，而原告周某又拿不出
证据，无法证明自己的这个主张，
在这种诉讼双方的说辞互相矛盾的
情况下，法庭只能按照相关法律和
证据规则，作出相应判决。

民间借贷新规出台后
如何签订借款合同

民间借贷大多发生在熟人社会
中，比如亲属、朋友、同事、同学
等，双方之间都比较熟悉，因此，
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如为了维护
亲朋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在借贷时
往往采用一种“简略式”的操作方
式。周某与汪某之间的这起民间借
贷纠纷，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对利
息约定不明确、相关凭证书写简
单，以一种粗放式思维对待严肃法
律事务，因此而造成纠纷的案件。
它再次说明，无视民间借贷的严肃
性，以朋友情谊代位法律规范的思
维方式，不仅无法稳固双方之间原

有的情谊，反而成为产生矛盾的一
个重要诱因。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出自亲情
原因，而忽视借贷过程的规范操
作，有意无意把本该认真对待的事
情简略化，以致造成各种纠纷的情
况外，更多的“简略式”操作与当
事人法律意识不强、文化水平低、
书写不规范等因素有直接关系。鄞
州法院姜山法庭每年要审理几百起
民间借贷案，其中因相关凭证书写
不符合要求、约定不清、交接手续
不规范等等，存在着各种“硬伤”
的情况层出不穷。

根据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不断
增多的现实情况，今年 8 月 6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其中明确指出，民间借贷必
须签订正式合同，明确借贷双方的
权利义务，有了合同法院才会受理
借贷纠纷，也就是说，今后，对于
民间借贷纠纷，即使当事人有借
条、欠条之类，但如果不规范、不
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的起
诉可能被法院直接拒绝。

鄞州法院的法官表示，随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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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
布，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要求更加
严格，每一个参与其中者都必须高
度重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了
顾及所谓的情谊，以“粗放式”

“简单化”的思维制订借款合同，
比如在书写借条时，必须仔细核实
双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
息，各种要素必须齐全，杜绝含糊
不清的概念，以避免矛盾纠纷不
断、经济利益受损。

借款合同应包含的
主要内容

1、借款种类：借款种类主要
是按借款方的行业属性、借款用途
等作相关说明。

2、借款币种：即借款合同货
币的种类，不同的货币种类借款利
率有所不同。

3、借款用途：是指借款使用
的范围和内容，它规定了借款的使
用方向，不能另作他用。

4、借款数额：是指借贷货币
数量的多少。

5、借款利率：是指一定时期
借款利息与借款本金的比率。

总体而言，只要不超过年利率
的24%就受法律保护。

6、借款期限：是指借贷双方
依照有关规定，在合同中约定的借
款使用期限。

7、还款方式：是指借款人采
取何种结算方式将借款返还给出借
人，一般可以采用一次结清和分期
分批偿还。

8、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
履行合同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如果借款合同中缺少了违约责任
条款，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就失去了法
律约束依据，当事人的权利就失去了
保障，合同履行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借条上签署小名
追讨被拒惹麻烦

于某和姜某都年过六旬，是多
年的邻居，两人相处融洽。姜某有
个小名叫小梅，平时于某也这样称
呼姜某。

去年 3 月 5 日，姜某称急需一
笔钱周转，向于某借 2万元，于某
想两人是多年邻居，平时关系不
错，对方既然开口，借的数额也不
算太大，便爽快地答应了。姜某出
具了借条，但签的是自己的小名

“小梅”，于某对此没有太在意。
3 月 17 日，姜某又向于某借 3

万元，约定半年后归还。4 月 2
日，姜某第三次开口借 2万元，于
某仍旧答应。姜某出具了一张借
条，把之前的 3 万元和 2 万元借款
一并写了进去，共 7万元。借条正
文里写的是“小梅”，但底下签了
她的真实姓名。

两个月后，于某急需用钱，便
要求姜某先归还一部分，没想到姜
某直言没钱归还。两个人为此撕破
了脸，于某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
求姜某归还全部7万元借款。

第一次庭审时，姜某只承认在
3月 17日向于某借过3万元，不认可
另外2笔欠款，称3月5日借条里的借
款人“小梅”并非其亲笔所签，另外
一张借条上的“4月2日借2万元 共
计伍万元”的字样是原告自行添加
的，借款人名字也非其所签。姜某还
要求对两份借条作笔迹鉴定。

法院受理了鉴定申请，但之后
姜某改口，承认第二张借条中的名
字是其本人所写，撤回了笔迹鉴定
的申请。

第二次庭审时，姜某承认在平
时，大家确实会以“小梅”这个小
名叫她，并在打借条时签过一次

“小梅”。
法院综合原告提供的借条、谈

话笔录、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
等，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判决被告
在判决生效起 7日内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 7 万元。姜某不服判提起上
诉，之后，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姜
某一次支付 5.5 万元，否则，于某
有权按照 8万元金额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法治 2018年11月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董小军8 NINGBO DAILY

相关链接

■法眼观潮 郑建钢

近日，北京警方加大寄递物
流检查力度，大力推进寄递业收
货时的开箱验视、实名收寄和过机
安检“三项安全制度”。两家快递公
司严格落实该制度，协助公安机关
打掉一个假币团伙和一个涉毒团
伙。

2015 年 11 月 1 日，我国实
施快递实名登记制度，次年 6月
1 日，快递实名制作为国家行业
标准正式施行。根据《快递安全
生产操作规范》，收寄快递必须出
示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快递
单必须实名，并且需先通过快递
员检查验视。

“快递实名制”虽然实施，
实际上并未得到切实的履行，实
名制和检查验视率并不高。一些
寄送快递的用户出于隐私考虑，
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一些用户对
已经打包的快递，拒绝让工作人
员打开来检查。而快递企业和快
递员除了怕麻烦，也担心要求客
户出示身份证、开包检查会导致部
分客户流失，因而选择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甚至在快递单的正面提前
印上“已验视”的字样。

在快递物品的整个物流过程
中，快递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从收寄、运送到投递的各个
环节，只要快递企业严格执行

《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 等规
范，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这个中间环节“梗阻”，快
递服务的安全生产操作将无从谈
起。而快递企业只顾经济利益导
致“不作为”，放弃应该承担的
法律义务，将使《快递安全生产
操作规范》更多地流于形式，也
将会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过
机安检”是国家对快递行业规范
化的基本要求，快递企业将“三
项安全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有
利于夯实行业安全基础，完善行
业安全生产体系，提升行业安全
监督水平，有利于为广大用户提
供安全、便捷的快递服务。自觉
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最终受益
的是每一个公民。

因此，进一步推进“三项安全
制度”的落实，一方面，要像北京警
方那样切实加大快递寄送的检查
力度；另一方面，每一家快递企业
都要把落实“三项安全制度”作为
企业的自觉行动，除了把禁止寄
递、限制寄递的物品统统拒之门
外，还要抓“现行”，协助公安机关
抓获犯罪嫌疑人，为民除害。

从北京快递公司协助警方打
掉犯罪团伙的事例可以看出，快
递企业自觉把好关，逐步实现从
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到更多地
顾全社会效益的转变，有利于全
面推进快递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提升快递企业安全操作水
平，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具有
积极的社会意义。

落实安全制度
是快递业的法律义务

被执行人难找一直是执行工作
中的难点，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很
多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寻找更加困
难。近年来，法院开放了多种新的技
术，其中，借助大数据对被执行人进
行信用画像的查询方式，成为正确
查找被执行人的一种有效手段。

两年前，50 岁的老林下班回
家时被骑电动车逆行的江某撞倒造
成多处骨折，交警大队认定，江某
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经法院审
理，江某须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等近8万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向
江某寄送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等文书，同时，法院经查询，发现
江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由

于江某系外来务工人员，无法确定
其具体住址，执行一度陷入僵局，为
此，宁海法院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并限制其高消费。

今年 5月，执行人员通过当事
人信用画像技术查询时，发现了江
某的踪迹，其已入职于宁海某铝业
公司。执行人员迅速赶往查寻，依
法向该公司人事部门送达了执行裁
定书，并准备从江某的工资卡账户
扣划执行款。面对法院的一系列强
硬执行措施，江某主动来到法院，
表示愿意支付赔偿，但因经济实力
不够，希望与申请人和解，减免赔
偿数额。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江某
支付医药费、误工费共计 4万元。

（郑珊珊）

多番找寻“查无此人”
信用画像觅得踪迹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2017 年 度 海 事 审 判 十 大 典 型 案
例，由宁波海事法院一审的浙江隆

达不锈钢有限公司诉 A.P.穆勒-马
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案入选。 （王舜毕）

我市一案例入选2017年度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近日，我市象山、余姚、奉化
等区县 （市） 的普法办，联合当地
有关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集资法治
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提高公众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培养正确的投资理
念，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提
升金融风险处置能力。

（市普法办）

我市开展防范金融风险法治宣传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
各种原因，向人借款或借
款给人的事经常发生，为
避免今后出现纠纷，整个
借款过程应完整、清楚，
相 关 凭 证 必 须 明 确 、 合
法，各种形式要素必须齐
全、规范，比如，在书写
借条等相关凭证时，要写
明借款的本金数额，约定
利息及还款期限，写清落
款日期，等等。

本来，这应该是一种
生活常识，而且，多年来
媒体和相关部门都对此作
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提醒
人们一定要规范操作。令
人遗憾的是，仍有人因为
各种原因，对这种几乎已
是常识的要求缺乏理解，
忽视规范操作的意义，而
是以一种“粗放式”思维
对 待 这 种 严 肃 的 法 律 行
为，因此而引发各种矛盾
和纠纷，不仅费时费力，
甚至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

民间借贷：
“粗放式”操作当休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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