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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典体系研究(第2版)》(作者王利明)一书，着眼于二十一世纪我国民法典的体系建构，《民法典
体系研究(第2版)》从比较法和历史考察的角度对民法立法的体系化和法典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阐释，
深入研究了民法典体系的基本理论，对法典中心主义模式下民法典的内在价值体系、民法与商法的关
系，民法法典化的局限性及其克服等进行了深八的探讨，并设计了未来我国民法典总分结构下诸编的
外在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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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女，湖南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自2000年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以来，一直分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方法、制度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她的具体领导下，先后出台了《
湖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湖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操作规程》、《
湖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办法》。
她还分管投资审计工作，近年来，先后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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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民法典价值体系的构建
第七章 民法典价值体系的具体构成
 第一节 正义价值
 第二节 平等价值
 第三节 自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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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名誉权、信用权。
名誉权和信用权分别对应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和经济能力评价，属于精神性的人格权。
德国学者格拉蒂曾经指出：“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信誉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在我国，尽管现行立法没有将信用权作为一项独
立的权利加以规定，但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涉及信用保护的问题。
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
　　关于荣誉权是否属于人格权，值得探讨。
《民法通则》第102条规定了荣誉权，由此涉及对荣誉权性质的讨论。
荣誉权是公民和法人对自己的荣誉依法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
荣誉是社会、国家通过特定的机关或组织给予公民或法人的一种特殊的美名或称号。
荣誉不是社会给予每个公民或法人的评价，而是授予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成绩卓越有特殊贡献的公民或
法人的，因而荣誉权并非是每个公民或法人都享有的。
尤其是荣誉权的取得有赖于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作出一定的成绩，可见它不是公民出生和法人成立
后就应依法享有的。
因此，荣誉权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
如果侵害荣誉权导致对名誉的损害，可以适用名誉权的相关规定进行保护。
　　4.人身自由权、婚姻自主权、贞操权。
人身自由权是指自然人的人身免受非法限制、强制、拘禁、拘束、干涉或妨碍等限制，可以在法定范
围内依据自己的意志自由从事各种活动的权利。
尽管我国宪法等法律已经对人身自由权加以确立或者保护，但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有必要将人身自
由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加以规定，将人身自由权规定为民事权利，就可以通过民法对之加以保护，
从而落实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
且可以确定国家对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所负有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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