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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

公告

父母为婚后子女出资购房
是借款还是赠与？

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事情：父母
为了子女的生活更幸福，拿出自己多年的积
蓄，为小夫妻购置房产。那么，父母的该笔出
资是借款还是赠与呢？

近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
母亲起诉儿子儿媳返还购房款的案件作出终
审判决，法院认为，父母为婚后的子女出资购
房，除书面明确表示是对子女的赠与外，应视
为借款，子女应当偿还。接下来就让我们看
看！故事是怎么发展的？最终的购房款又归谁
所有呢？
洪女士的丈夫林先生二年前因病突然去

世，去世前，因儿子、儿媳想要购买村里的自
建房，林先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为儿子、儿
媳支付了全部购房款 20 余万元，并登记在儿
子的名下。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该笔钱始终没有着

落，洪女士认为该笔款项属于儿子、儿媳借
款，应当偿还。儿子、儿媳却认为该笔房款是
父母赠与自己的，不应偿还，洪女士无奈将儿
子、儿媳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该购

房款是出借款还是赠与。庭审中，原告洪女士
就其主张借款的事实未提供双方有借款合意

的证据，二被告儿子、儿媳就其主张赠与的事
实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一审法院综合相关事实认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
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及对口
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
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该条款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

事实。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款项交
付真实存在，二被告对此也予以认可，在原告
方没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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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的规定，二
被告应承担该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

另外，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子女成年
后应当自立生活，父母的关心和帮助，子女应
当感恩，但此关爱和帮助并非父母应当负担
的法律义务。
因此，在父母出资时未明确表示出资系

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购房出资款为对子女
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
经济困难期，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故对本
案购房款应当认定为借款，两被告负有偿还
义务。
一审判决后，被告儿子、儿媳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笔款项双方均
无书面证据直接证明款项性质。
在法律意义上，鉴于父母没有义务出资

给子女买房，子女成家立业已经不属于父母
履行抚养义务阶段。父母提供购房款的行为，
更多带有暂时资助的性质，没有明确还款时
间不代表即为无偿赠与。
综合分析该笔款项支付的背景、家庭经

济状况，结合曾经进行过家产分割等情形，在
无证据证明该笔购房款为赠与的情形下，涉
案购房款应认定为借款而不是赠与，从而作
出维持原判的判决。

（徐汇区人民法院）

警惕！ 这些都是老年人被骗的“重灾区”
如何避免，事后该如何补救？

被“免费旅游”吸引，老年人全程被冒牌
“专家”忽悠，最后买回家十几万的保健品；
接到推销电话，老年人连续多年将退休金投
入毫无市场价值的“收藏品”，最终被家人发
现并报警……大量案例显示，受生理、心理因
素及社会因素影响，老年人更易成为骗子的
目标。有数据显示，中老年群体中 65岁以上
的独居老人最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孤苦无依，
他们内心总是希望多一个底牌多一份保障。
那么老年人常遇到的骗局有哪些？应该如何
避免？事后该如何补救？

● 一、保健养生类诈骗
骗术：免费旅游、VIP 体检、夸大保健品

效果；安排“老人”现身说法，忽悠老人往销
售公司存钱；销售假药致老人死亡；销售“秘
制神药”，保长寿体健等。

提个醒：面对保健品诈骗，要做到“两要、
两不要”，即不要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神丹妙
药，如果患有疾病，要主动到医院就医，保健
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伪劣的保健品会加重
患者的病情，贻误治疗良机。
不要轻信犯罪分子编造的虚假身份或者

夸大的保健品功效，也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
息，要多和子女及亲戚沟通。老年人在遇到推
销保健品或者声称可以退款的情况，不要擅
自做决定，要积极和自己子女或者其他亲朋
好友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要保存购买保健
品的相关单据以及快递单，以便在查证上当
受骗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

● 二、角色扮演类诈骗
骗术：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谎称办理残

疾证、低保补贴；冒充政府拆迁办人员诈骗；冒
充财政局工作人员实施诈骗；冒充亲戚串门诈
骗；假扮燃气公司或水电公司员工诈骗；“神
医”看病行骗等。

提个醒：老年人遇有自称政府工作人员来
访时，应当核实其身份，要求其出示工作证，必
要时向其所在单位打电话核实。不要轻信“天
上掉馅饼”，本该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不沾，保持
平常心。维修要找物业或者打使用说明书上的
客服电话，切莫相信楼道张贴的小广告。

● 三、收藏品类诈骗
骗术：夸大价值骗取“标的费”；承诺高

价回购收藏品行骗；免费鉴宝“局中局”诈骗。
提个醒：拍卖藏品，须认准有拍卖资质的

拍卖公司，正规拍卖公司在藏品未成交之前
不会向卖家收取任何费用。如果需要签署藏
品回购合同时，建议寻求律师帮助。
老年人参与收藏品投资或者拍卖，一定

要到专业部门，不要轻信电话、网络、电视推
销，谨防所谓“拍卖公司”“艺术品公司”的
诈骗陷阱，发觉被骗要及时报警。

● 四、投资理财类诈骗
骗术：消费返本复利型投资理财诈骗；小

利小惠诈骗型投资理财诈骗；投资贵重物品
型投资理财诈骗；理财产品诈骗投资理财诈

骗；合伙人与原始股骗局投资理财诈骗；非法
传销型投资理财诈骗；广告诱惑型投资理财
诈骗；免费旅游天价购房型投资理财诈骗；网
络理财投资理财诈骗。

提个醒： 老年人在投资贵重物品时应当
多方考量，包括注重出售方的主体、资质等，
以及贵重物品是否符合其所应有的价值。以
避免被虚假的出售方或不值钱的物品所欺
骗，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
品进行投资时，不要盲目从众，要有自己的判
断标准，也不要贪利以防陷入更深的骗局。

● 五、骗婚骗财类诈骗
骗术： 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或公园等老年

人聚集地炫耀财富、地位、家庭背景等个人信
息进行利诱；不法分子以网聊痛陈失败婚恋
史或不幸生活、虚构自己拥有雄厚的财富等
骗取同情或博取好感，进而谋财谋色；不法分
子编造虚假身份或人际关系信息作虚假承诺
或索要财物；不法分子一旦无利可图或骗取
钱财到手就会消失。

提个醒： 结婚与交往的前提是需要明确
对方的身份信息，对于对方虚构的信息要及
时分辨，不要轻易受欺骗；老年人在交往过程
中，遇到对方多次索要钱财，无论是以何种目
的，都要谨慎对待，可以同子女进行商量。

● 六、旅游类诈骗

骗术：不法分子通过各种嘘寒问暖方式，
用“温情攻势”取得老人信任；不法分子以低
价旅游诱惑，骗取老人钱财后潜逃；导游与景
点商店等相互勾结，强制老年人消费，并规定
最低消费额，不买不准离开。

提个醒：强迫消费侵犯了消费者自由交易、
公平交易等权利，并且由于强迫交易造成人身
损害更是对于老年人作为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旅游景点以低价销售假货或以高价销售

与质量并不符合的产品，是对老年人消费者
权益的侵害，商家欺骗的销售行为需要承担
“退一赔三”的责任。

● 七、合同类诈骗
骗术： 借款合同类诈骗；一房二卖类诈

骗；低价旅游套取高保证金合同。
提个醒：老年人出借资金时一定要慎重，

最好让对方出具担保，保存好相关证据。为了
确保担保真实性，必要时要委托律师核查。金
额较大的借款，最好和家人商量，办理出借手
续时，尽量咨询法律专业人士，避免上当受骗。

● 八、电信诈骗
骗术：冒充国家相关工作人员调查唬人；

冒充亲友请求“汇钱救急”；虚构中奖；电话
推销等。

提个醒： 预防电信诈骗，要做到“五不
要”；即不要轻信不明对象及可疑信息；不要
因贪小利而受违法短信息的诱惑；不要拨打
短信息中的陌生电话；不要向陌生人汇款、转
账；不要泄露个人信息，特别是银行卡信息。

（田林司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