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钱，可以不给利息的 6 种情形！ 

◎ 转载 

 

民间借贷，深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亲朋之间，江湖救急，也是好

事一桩。借贷的开始，大部分都是伴随利息的产生，然而很多朋友却并不知道，

有些借款，是可以不用支付利息的。 

 

一、自然人之间借贷没有约定利息的。 

《合同法》第 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所以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

同原则上是无偿的，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才应当支付利息。这样规定是因为

公民之间的借贷起着互通有无的作用，它能够方便公民生产生活，促进邻里和睦

安宁，形成互帮互助、友好相处的和谐氛围。 

 

二、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 

根据《合同法》第 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

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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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

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

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这就是告诉我们，没有约定利息的不支持利息，自然人间利息约定不明不支

持。除自然人外利息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综合情况酌情确定利息。这条有两个大

问题，一是出借人需举证证明以往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当地类似情况通



常利息是多少；二是法官的权利很大，可在 0—24%之间确定利息，自由裁量的

范围很大。 

 

三、借贷约定利息超过法定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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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

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

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

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

总计超过年利率 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即约定了逾期利息、违约金、亦或其他费用，出借人可

以选择一个主张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数只要不超过年利率的 24%法院就保护。

双方约定的利率在 24%-36%之间的，没给的可以不给，但是已经给了不能要求返

还；约定的利率超过 36%部分是无效，没给的可以不给，给了可以还可以要回来。 

 

四、“抽头”、“砍头息”的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00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

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

息。 

 

例如：出借人与借款人虽然在借款协议上约定 1000万，但实际银行汇款记

录只有 800万，其中 200万已经作为砍头息已经在借款前扣除。依据合同法的规

定，借贷双方只在 800万的范围内成立借款法律关系，而非借款协议约定的 1000

万。也就是说，只能按照 80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而不是 1000万为基数。 

 

五、民间借贷提前还款的。 



我国《合同法》第 208条：借款人提前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如果借贷双方在借条中对提前还款没有约定利息计算，债权人同意债务人提

前还款，表明他同意变更还款的期限，因此，债权人只能按照变更后的期间要求

债务人支付的约定利息，即按债务人实际使用借款的时间计算利息。如果双方就

此问题无法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可以向法院起诉处理。 

 

六、借款合同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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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

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

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借贷合同无效的，利息约定自然也无效。（夏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