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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大
事，是大宗钱款交易。法律援助中心律
师也借此提醒市民，买房子时至少要注
意这几件事：

1.签订合同时务必确认卖方姓名
或名称，并仔细阅读责任条款及免责条
款。

2.在合同上签字时，请务必确认合
同非空白合同。

3.转账时请务必确认收款方身份。
4.索要发票时，请务必确认发票抬

头及款项性质。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朱启雯

购房者被误导，将部分房款打到中介公司账户

这10万元购房款是否会“打水漂”？
律师：可起诉中介公司不当得利

“我买房子付的那10万元，会不会‘打水漂’
了？”近日，宁波的方女士焦灼万分。本来很快就
可以拿新房子了，现在却面临此前付的10万元房
款可能“打水漂”的问题。为此，她走进了镇海区
法律援助中心咨询。这是怎么回事呢？

另存10万元
才能享受“存15万抵30万”

事情要从2017年下半年说起。冯女士看中了镇海
区的一个楼盘，面积不大，总价79万元。当场，她就付
了5万元定金。

当时，房产商有个活动，“存15万抵30万”。冯女
士手头刚好有钱，就向房产商支付了20万元现金。

过了几天，房产商的业务员联系冯女士，说如果要
参加“存15万抵30万”的活动，需要向指定账户另存10
万元，才能生效。

冯女士想着，反正交房时也要付尾款的，手头也有
闲钱，错过了这样的活动太可惜，于是，2017年11月，
她又向这个指定账户存入10万元。

冯女士算了一笔账：房款79万元，自己分三次一共
支付了35万元，加上“存15万抵30万”活动，相当于已
经付了50万元。交房时，自己再付29万元就可以全款
买下这套房子了。

然而，还是出了意外。这个月，房产商通知冯女士
来缴纳尾款，一共是39万元。

怎么多出了10万元呢？冯女士赶紧前往房产商处
核实。

房产商明确表示，并没有收到冯女士最后存入的这
10万元。

钱去哪了呢？冯女士拿出收款发票准备再理论。
这一看，她自己也傻眼了——发票抬头写的收款方是一
家房产中介公司，并非这家房产商。

房产商没义务
将这10万元追认为房款

镇海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在了解事件过程之
后作了分析。

冯女士最关心的是，房产商是否应该将这10万元
追认为房款？

律师认为，发票上记载了双方当事人的名称、标的
及金额，已符合了合同的必备内容，可被视为双方就某
付款事项达成了合议。而合同具有相对性，仅约束合同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冯女士手中支付10万元的发票的
对方当事人并不是房产商。因此，房产商并没有义务将
这10万元款项追认为房款。

其次，冯女士称是接到房产商业务员的电话后，才
向指定账户完成10万元的转帐。虽然冯女士可能疏忽
大意而忽略了发票抬头，但是在转账的过程中，冯女士
应该清楚收款方到底是谁。因此，冯女士在转账到房产
中介公司这一行为中，自己也是存在错误的。由于冯女
士声称房产商的业务员指导其如此打款，但并没有确实
的证据，因此这一错误并不能归责于房产商。

房产中介公司
需要归还这10万元吗？

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向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此处的重大误解
是指行为人基于对行为的性质、相对人以及标的物的品
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冯女士认为自己这10万元是作为房款转账给房产
商的，因此在打款给房产中介公司时，其对行为性质及
相对人都有错误的认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冯女士
可以在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撤销事由3个月内向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法院或仲裁机构
认为撤销申请成立，那么房产中介公司需要向冯女士归

提醒：

转账时务必
确认收款方身份

男子为何莫名
摊上200万元“债务”？
原来是“借”给公司的
私人银行卡惹的祸

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关耳）
“这件糟心事让我身心疲惫，不仅成了被
告，还差点要赔偿200万元。”昨日下午，
宁海的姚先生说起这起从天而降的官司，
还是一脸无奈。

去年11月，姚先生收到宁海法院的
起诉书，说他被宁波某公司起诉，要求返
还不当得利200万元。“我就是一个普通
职工，怎么成了被告？还得还200万元？”
百思不得其解的姚先生说，为了弄清这场
突如其来的官司，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承办
法官。

承办法官详细介绍了案情。今年31
岁的姚先生曾是某国际贸易公司的职
工。供职期间，因为公司业务所需，姚先
生曾将私人银行卡“借”给了公司，用于收
取和支付业务往来款。但自从2016年
12月姚先生从该公司离职之后，这张银
行卡也就作废了。而起诉姚先生的宁波
某公司曾通过这张银行卡，与姚先生曾供
职的这家国际贸易公司有过汇款往来。

在调查过程中，宁波某公司表示，双
方公司确实曾有过业务往来，但之后并无
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016年6月，该公
司工作人员因操作失误向姚先生的银行
卡汇款669万元。汇款当天，公司就向姚
先生催还该款。此后，姚先生通过其他账
户归还了一部分款项，但仍有200万元一
直拖欠着。

对此，姚先生则表示，双方公司一直
存在业务往来，这笔款项是正常的交易汇
款。再说，自己的银行卡只是“借”给公司
当做业务款项的“中转站”，本人并没有获
取这200万元。

在庭审过程中，姚先生还向法院提供
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表明是公司委托他收
取了宁波某公司669万元的汇款，并将其
中663.7万元于当日转至他人账户。同
日，更有其他两家公司汇款469万至宁波
某公司的关联企业。这足以说明，该笔款
项是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与自己没有
关系。

经核实，宁波某国际贸易公司的负责
人对出具给姚先生的授权书表示认可，并
说明669万元是双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
来款，与姚先生个人无关。

“综合相关证据材料，法院认为这笔
业务款与姚先生无关。”承办法官表示，
2018年12月底，经法院依法审理，判决
驳回了宁波某公司的诉讼请求，还了姚先
生清白。

不过，承办法官也提醒，根据银行卡
管理规定，个人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持卡
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一旦出租
或出借银行卡，不仅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
全，也会给本人带来诸多风险隐患，发生
纠纷甚至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职工因公司要
求将个人银行卡用于公司业务款项收支
用途的，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订协议或委
托书，并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保存证明材
料。像姚先生一样，一旦发生纠纷，就可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这10万元款项。
另外，《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

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
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
还受损失的人。冯女士可以返还不当
得利为由，将房产中介公司起诉至法
院。如果房产中介公司届时无法拿出
合理的证据，证明其与冯女士之间存在
中介合同或为冯女士提供过中介服务，
则房产中介公司应向冯女士返还这10
万元的不当得利。

冯女士听完分析，焦灼的心情终于
有所平静。但是，值班律师还是告诉冯
女士，由于不知道房产中介公司手头到
底有哪些证据，所以诉讼还是存在一定
的败诉可能性。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