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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
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胜过整个国家”，民法就是这样一种彰显对个人权
利高度关注精神的法律。
人虽然是肉体性的存在，但其与动物的最大区别莫过于人是超自然生命的获得，人是具备理性与意识
的。
在动物中恐怕是最深度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人，自古以来便一直在追求解决人类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
生物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哲学等各种学科力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把握人。
那么，法律——尤其是民法又是如何认识、对待与把握人的？
从民法演进的过程来看，人与民法的连接点就是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的有无，决定了人在民法上的资格的有无；法律人格的完善程度，反映了人在民法中的地位
的高低；法律人格的内涵的发展也扩展了人在民法中的权利。
可以说，法律人格是民法把握人的一种方式，是对人伦理性的尊严存在的一种肯定。
而人格权是法律对人的一个侧面的把握，是法律人格的一个方面。
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关于物权、债权等民事权利的规定较为完备，但关于人格权的规
定则是极为零乱和欠缺的，人格权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观念不
断彰显，人格权的法律概念及其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司法逐渐扩大和加强对人格权的维护，出现了所谓的“人格性正在向财产夺回
桂冠”的现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格权商品化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人格权的一般原理以及人格权的发展历史，探讨了人格权商品化的法律问题。
书中分析了人格权商品化的正当性，介绍了人格权商品化的法律形式。
最后，本书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格权商品化的保护及其缺陷，论述了人格权商品化的法律救济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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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人格权具有以下一般属性：其一，专有性，即它与自然人的人身紧密联系，
不可分离，也不得由权利人抛弃；其二，非财产性，即它本身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也无法体现为
确定的财产价值，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只能从观念上对它作出评价，作为人格权的客体不能像财产权
客体一样可以转让和继承。
在现代社会，当一个人从事商事活动时，他的人格利益在营利目的的驱使下，为了适应商业活动需要
的人格因素的一面就凸显出来，其非精神的人格利益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如姓名权、肖像权等，其姓名、肖像等在标识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身份时，也在表示该主体在交易中
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体现了对交易活动如交易机会、交易数量、营利数额等所具有的无形的但有力
的影响，因此使得姓名、肖像本身也成为一种有价可循的财富。
诚如一位台湾地区学者所言，“单纯之姓名，并非财产权。
一旦进入商界后，其姓名与名誉即代表其商号与人格，姓名之物质成分与姓名之精神价值之和，构成
独立之商业价值”。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面对人格权的商品化，用传统民法理论解释难免出现理论不周延性的尴尬局面
，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法的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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