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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法律格言】

【法律竞答】

【法眼看世界】

微信截图可以成为证据吗？

亲朋好友间借款，有时会碍于情面没打借

条，有时又因为身在异地不便出具借条。杭州的李

女士就遭遇了老同学“说好的马上就还”，但实际迟

迟不还钱。李女士虽没有纸质借条，但凭着微信借

条截图，帮她在起诉后要回了钱。

李女士与王先生是老同学，之

前，王先生因经营需要，向李女士借

10万元。李女士想到他俩的同学关

系还可以，既然王先生张口了，自己

真心不好回绝。于是，2016年1月27
日，李女士向王先生的账户汇款10
万元。

2016年2月26日，王先生再次恳

求李女士帮忙，想再借7万元。李

女士顾及同学情谊，又于当天向王

先生的账户里汇款7万元，当时王

先生承诺，过几天会将17万元一并

归还。

可是，“说好的几天就还”变

成了“好几个月也没有还”，李女士

心急如焚，且因为借钱时，王先生

说他身在外地，一直没有出具借

条，李女士越想越后怕，就去找了

律师帮忙。

在李女士多次催促后，王先生

在2016年8月4日通过微信向李女士

出具借条一份，并再次承诺，会于

2017年2月25日前，将17万元借款全

部还清。然而这次借款期满后，王

先生仍未还款，李女士便将微信借

条截屏打印后，起诉到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法院，追要这笔欠款。

【处理】

该案件由诉调对接中心的人民

调解员做了诉前调解。

“你看，你们都是同学，关系也

一直不错。这个案子中，虽然没有借

条，根据法律规定，微信也可以作为

证据使用的。”调解员耐心地向王

先生进行说明。

看到那份微信截屏的打印件

后，王先生二话没说，与李女士达

成了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看来保

留证据很重要，没有借条，微信聊天

记录也可以。

【长知识】

借条为什么比欠条更具有法

律效力？

日常生活中，亲戚朋友同事之

间确属借款行为的，建议打借条，金

额较大的，最好有第三人见证，转

账支付的保留好转账凭证和付款

凭证。微信、短信交流信息也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

借条的法律效力大于欠条。借

条的诉讼时效为2年，从借条标注

的还款期限之日起算，没有约定还

款日期的借条，债权人应在借款事

实成立的20年内主张权利；欠条的

诉讼时效也是2年，没有标注清偿日

期的，诉讼时效从出具欠条的次日

起算，主张权利时间也是2年内。

而在实践中，把借条写成欠条

或者反过来把欠条写成借条的情况

很多，造成文不对题，结果往往给

事实的印证、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

权利人利益的实现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

单选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

主权是在（  ）。 
A.1997年7月1日   
B.1997年12月20日   
C.1999年7月1日   
D.1999年12月20日
2.依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指的

是（  ）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的法律规定成年年

龄低于该年龄。

A.15岁   B.16岁   C.17岁   D.18岁 
3.《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是由（  ）制定的。 
A.全国人大常委会   B.国务院   C.北京市政府   

D.国家体委 
4.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

设（  ）。
A. 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B.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C.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

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  ）的合法

的自由和权利。

A.其他组织  B.其他群体  C.其他公民

答案下期找

上一期答案：单选题BDBAB

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韩非子·有度》

【解读】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

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律是有效治

理国家的武器。

英女子因拖欠“床税”或被逐出家门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德文郡一

名患有恐旷症的女子宅在屋内20余年不曾出

门，甚至连女儿的婚礼都未参加，目前却因拖欠

“床税”1500欧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面临被

逐出廉租房的窘境。

52岁的恐旷症女子叫保拉·雷，住在政府提

供的三室廉租房内。1984年起，她就开始遭受病

魔的折磨了。到了1995年，她的病情变得更为严

重，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过着足不出屋的

生活，甚至连陪自己的孙子辈去花园走走都觉

得害怕。

“‘恐旷症’是最让人衰弱的疾病。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我都要面对同样的环境。我也试

图走出房间，但走到后门18英尺（约5米）的距

离已经是我的极限，已是我能离开的最远距

离。”如今保拉面临着被逐出廉租房的危险，因

为两个女儿迁出后，地方议会认为她需要额外

支付1500欧元的“床税”，而对此，保拉却一无所

知。现在保拉已经以无足够同情心，对地方议会

提起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