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1991 年 7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502 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以

法（民）发〔1991〕21 号通知于 1991 年 8 月 13 日下发） 

 

  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应按照自愿、互利、公平、合法的原则，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

的合法权益，限制高利率。根据审判实践经验，现提出以下意见，供审理此类案件时参照执

行。 

 

  一、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二、因借贷外币、台币和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的，应按借贷案件受理。 

 

  三、对于借贷关系明确，债权人申请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督促程

序的有关规定审查受理。 

 

  四、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要求原

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起诉，裁

定不予受理。 

 

  五、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下落不明的，由债务人原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法院应要求债权人提供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受理后公告传唤债务人应诉，公告期限届

满，债务人仍不应诉，借贷关系明确的，经审理后可缺席判决；借贷关系无法查明的，裁定

中止诉讼。 

 

  在审理中债务人出走，下落不明，借贷关系明确的，可以缺席判决；事实难以查清的，

裁定中止诉讼。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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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会计算复利

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八、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 6 条规定计息。 

 

  九、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借贷

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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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情况下所形成的

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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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对双方

的违法借贷行为，可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第 163 条、164 条的规

定予以制裁。 

 

  十二、公民之间因借贷外币、台币发生纠纷，出借人要求以同类货币偿还的，可以准许。

借款人确无同类货币的，可参照偿还时当地外汇调剂价折合人民币偿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利

息的，可参照偿还时中国银行外币储蓄利率计息。 

 

  借贷外汇券发生的纠纷，参照以上原则处理。 

 

  十三、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对债务的履行确有

保证意思表示的，应认定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十四、行为人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借据代其借款，借款人不承认，行为人又不能证明的，

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十五、合伙经营期间，个人以合伙组织的名义借款，用于合伙经营的，由合伙人共同偿

还；借款人不能证明借款用于合伙经营的，由借款人偿还。 

 

  十六、有保证人的借贷债务到期后，债务人有清偿能力的，由债务人承担责任；债务人

无能力清偿、无法清偿或者债务人下落不明的，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借期届满，债务人未偿还欠款，借、贷双方未征求保证人同意而重新对偿还期限或利率

达成协议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无保证人的借贷纠纷，债务人申请追加新的保证人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准许。 

 

  对保证责任有争议的，按照《意见》（试行）第 108 条、109 条、110 条的规定处理。 

 

  十七、审理借贷案件时，对于因借贷关系产生的正当的抵押关系应予保护。如发生纠纷，

分别按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以及《意见》（试行）第 112 条、113 条、114 条、115

条、1l6 条的规定处理。 

 

  十八、对债务人有可能转移、变卖、隐匿与案件有关的财产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

或依职权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责令提供担保等财产保全措施。被保全的财物为生产资料

的，应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财产保全应根据被保全财产的性质采用妥善的方式，尽可能减

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十九、对债务人一次偿付有困难的借贷案件，法院可以判决或调解分期偿付。根据当事



人的给付能力，确定每次给付的数额。 

 

  二十、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协商以债务人劳务或其他方式清偿债务，不违反法律规

定，不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应予准许，并将执行和解协议记录在案。 

 

  二十一、被执行人无钱还债，要求以其他财物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应予准许。

双方可以协议作价或请有关部门合理作价，按判决数额将相应部分财物交付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无钱还债，要求以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应予

准许；要求以其他债权抵偿债务的，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并通知被执行人的债务人，办理相

应的债权转移手续。 

 

  二十二、被执行人有可能转移、变卖、隐匿被执行财产的，应及时采取执行措施。被执

行人抗拒执行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