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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形象权制度为切入点，对形象权的历史发展、法理基础、权利结构和限制制度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和分析，并结合大量国内外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来论证形象权保护形象利益
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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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国不当得利制度有五个构成要件：（1）原告的损失必须是被告得利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2）原告无过失；（3）原告非为自己谋取利益；（4）被告的得利与原告的损失皆无法律依据；（5
）原告的损失在法律上无其他补救办法。
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来看，不当得利制度能够对形象价值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形象价值虽然是一种财产，但并没有法律保护依据，无法通过法律规定来弥补损失。
因此，权利人只要能够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侵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
但是，利用不当得利来保护人格的经济利益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不当得利的设立原则与形象价值保护相悖。
不当得利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法律规定不当得利之债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制裁受益人的得利行为
，而在于要纠正受益人得利这一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调整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利益的变动”。
2不当得利所要维护的是正常的经济交往秩序，对破坏原有经济秩序、违背基本经济交往规则的行为
进行规制。
但是，这里的“不正常”和“不合理”的现象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定。
经济交往规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不断变化。
有一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有可能成为将来经济发展的模式。
对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已经在现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将人的姓名或肖像所载有的文化信息和信用内涵转化为经济价值，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这也预示着现代经济已经从提高产品数量、质量和性能转变到赋予产品一定的文化内涵。
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人格的商业利用并不是“不正常”和“不合理”的现象，而是现代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
 其次，不当得利制度不能为形象商业利用活动提供积极的保护措施。
依据不当得利制度的构成要件，原告采用这一制度必须非为自己谋利。
但在现实中，权利人大多是想通过商业使用形象价值来获得收益，为自己牟利。
因此，不当得利制度并没有为形象商业利用活动提供一种更为积极的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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