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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在借款时，都会立借据作为凭证。但总有些不
法分子在出具借款凭证或形成借款依据时，会利用对方当事人的疏忽大意或某些“套路”，让
对方陷入自己设计的借贷陷阱。

近日，株洲市茶陵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该案中，母子俩在同一
天出具两张金额相同的借条给出借人，出借人时隔近四年分别向母子俩起诉还款。到底是借
了多少钱？这样的操作是否有“猫腻”？一起来看看吧。

一笔借款出具两张借条？法院：债主涉嫌犯罪

案例    

颜华与刘敏是多年挚友。

2020 年 3月，两人经过商

量之后，决定一起进行金融投

资，当即颜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

刘敏转账 12万元。

谁曾想到，两人参与投资

的项目竟是一场设计周密的骗

局，钱全部打了水漂。二人报

警求助后商议，被骗的资金双

方各自承担 6 万元。加上刘敏

之前向颜华借的 3万元，2020

年 3月19日，刘敏向颜华出具了

一张 9万元的借条，落款人为刘

敏。

当日颜华又前往刘敏家中，

但此时刘敏正好有事外出不在

家。于是颜华将二人被骗的事情

告诉了刘敏的儿子刘思进，并告

知了刘敏欠钱的事实。刘思进当

即表示，如果母亲没有能力偿还，

自己愿意帮助母亲还款。

于是，同日刘思进又给颜华

出具了一张 9万元的借条，落款

人为刘思进。

之后两个多月时间，颜华没

有收到欠款。2020 年 6月1日，

颜华将刘思进告上了法庭，要求

其偿还借款 9万元。

刘敏以为该欠款就是自己出

具的那张借条所欠债务，便向颜

华手机转账 1万元，恳求其撤诉。

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刘思进向

颜华支付剩余的 8万元欠款，刘

思进也随即履行了判决书确定

的债务。

欠款全部还完后，刘敏多次

联系颜华想要拿回自己出具的借

条，但多次寻找未果。

2024 年 4月 24日，在时隔

近四年后，颜华再次拿着落款

人为刘敏的借条来到法院起诉，

要求刘敏偿还 9万元欠款。

法院：虚假诉讼可能构成犯罪

茶陵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颜华向刘敏起诉还款与 2020 年

颜华起诉刘思进还款的事实存

在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两案借款

事实其实为同一起借款事实。

案外人刘思进与颜华无经济

往来，颜华也从未向案外人刘

思进实际出借资金，其出具借条

纯粹是替母还债。颜华让刘敏

和案外人刘思进在同一天互不

知情的情况下分别出具借条，明

显带有欺骗性。

综合本案证人证言，以及有

违正常逻辑的事实（刘思进出具

的借条存在日期修改痕迹，2020

年 3月19日被修改为 2020 年 3

月29日），在案涉债务已被偿清

的情况下，颜华再次以诉讼的方

式起诉刘敏，涉嫌构成“单方欺

诈型”的虚假诉讼，其诉讼请求，

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颜华不服提

起上诉，株洲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目前，颜华涉嫌构成虚假诉

讼的线索已移交茶陵县人民检

察院进行处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
均为化名）

说法    

在本案中，颜华将其持有的因同一借款事实由刘敏出具

的借条和案外人刘思进出具的借条分别起诉，在债务已被偿

清的情况下再次起诉，捏造事实，意图误导法院作出有利于

自己的判决，是典型的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是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严重扰乱司法秩序的

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以捏造

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需要提醒的是，公民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但滥用民事权利则是法律禁止的，不能运用所谓诉讼

技巧和策略利用诉讼达到非法目的，若无正当理由，滥用诉

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将受到法律严惩。

那么，在遇到大额账目的支出时，要怎么做才能有效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生活中，如果向他人出借款项，尽量做到“有约在先”，

以减少将来的“唇枪舌战”甚至“对簿公堂”。

在出借款项时，我们应要求借款人出具规范的借条，一

张规范的借条应当包含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利息等关键信息，并由借款人签字确认。同时，

应当保留多种证据，如借款合同、借据、收据、欠条、银行

转账记录、还款计划、定期催收凭证，短信、微信等社交媒

体聊天记录等，并尽量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长沙一小学生扫码添加“明星 QQ”被骗 90 余万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周凌如）长沙市雨花区人

民法院 7 月 18 日通报了一起

小学生被“明星”诈骗案。

11 岁的小雨是长沙的一名

小学生。假期期间，小雨在家

玩手机时，在某社交平台刷到

一条内容是一张二维码图片的

短视频，视频配字“扫码添加

某明星 QQ”，出于对该明星的

喜爱，小雨便扫码添加了对方

账号。

然而，对方却自称该明星

的律师，且以明星隐私泄露为

由，要求小雨配合调查。

记者从雨花区有关部门获

悉，这名“刘律师”要求小雨

加另一个 QQ 号配合调查，甚

至威胁：“删了也没用，我还

是会找过来，而且要将你的父

母拘传至公安机关。”

这番威胁让年幼的小雨心

中害怕。小雨告诉对方“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按照

对方要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或回到自己卧室接听“刘律师”

的 QQ 通话。

“对方是一个中年男人，

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某某明星的

问题，说要调查该明星的隐私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小雨称，

一开始，“刘律师”通过询问

小雨该明星相关的问题让其放

松警惕，后又让小雨添加“林

经理”QQ 好友，并组建了 QQ

群。

“林经理”在 QQ 群中称需

要小雨妈妈银行卡里的钱，经

他们的账户过一遍，以洗清小

雨泄露该明星隐私的嫌疑，在

操作完成后，钱会回到小雨妈

妈的银行卡中。

小雨称：“林经理要我打

开自己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对

着我妈妈手机的各个手机银行

App 个人信息主页和密码等进

行拍摄，我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对方登记了这些手机银行的密

码发到了 QQ 群里，并指导我

向他们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

小雨说，当时父母都没在

身边。“林经理也说，不要让

我妈妈知道这件事。”10 小时

内，小雨陆续向对方转账 92

万余元，随后被小雨妈妈发现，

遂报警。

据长沙市雨花区法院通

报，经查实，从小雨妈妈银行

卡转出的款项中，有 50 万元

进入了被告人张某某提供的银

行账户并被用来购买理财产品

再转卖，张某某作为转移犯罪

资金的下游犯罪实施者，已被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小雨被诈

骗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中查实的上游犯罪是大

家熟知的“加明星 QQ 好友”

网络诈骗。张某某为获取非法

利益，在明知上线人员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仍

提供本人银行卡用于收取赃

款，并用所接收的资金购入理

财产品后转卖出去。

法官提醒，追星族在青少

年群体中并不少见，不法分

子正是利用青少年反诈意识

较为薄弱、出于对明星的喜

爱容易放松警惕等，以添加

明星好友、维护明星权益为

噱头引导未成年人上钩，利

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社会

经验缺乏，编造理由威胁甚

至恐吓，一步步实施诈骗。

青少年要增强自身法律意识、

反诈意识，在上网过程中提

升辨别能力，尤其在涉及财

物或被他人威胁等问题时，

一定要及时告知父母，避免

被他人控制；家长要对孩子

进行普法教育，并注意孩子

使用手机、电话卡、银行卡

等情况，不要轻易告知孩子

手机支付密码、银行支付密

码等重要信息。

一笔借款出现两张借条

判决

立规范借条才能避免法律纠纷
胡晨照（湖南不罔律师事务所律师）

母亲刘敏出具的借条。 儿子刘思进出具的借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