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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格权法是当前的显学。
《人格权法论》的独特之处址，在遵循作为体系书面必备的关于人格仪法学架构及具体制度的完整闸
述的同时，力图展示民法学界迄今为止关于人格权法立法和研究的相关背景及学术争议，当然也包括
作者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和评析。
若干专题式的篇章展示了作者在理论聚焦及社会热点问题上的深入思考，以及民法学与其他学科对话
意义上的努力；而大量域外法理论及判例的介绍，也给读者提供了较为宽广的比较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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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辉，属龙，处女座。
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西南昌。
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
。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民商法教研
室主任及《判解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总论及人格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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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4）人格权说。
此种观点认为，自然人以姓名与家庭和社会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并在姓名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和
人格利益。
姓名权的行使是维持一个人的个性所必不可少的，其性质与生命、健康、自由、名誉等维持个性一样
，所以姓名权为人格权。
我们认为姓名权在性质上应为人格权，体现人格权的一般属性：第一，姓名权具专有性。
它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也不得由权利人抛弃。
而且，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姓名权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学理上也一向区分自然人的姓名权和法人所享
有的名称权。
第二，姓名权具有非财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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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权客体的姓名也不像财产权客体一般可以转让或继承。
第三，姓名是使自然人特定化的标志，是自然人人格的外在表现。
姓名权正是以姓名以及与姓名相关联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
姓名权和著作权中的署名权有紧密的联系。
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署名权应包含于姓名权之中。
所谓署名权，又称姓名表示权，指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及其复制件上标记姓名的权利。
署名权既包括作者在作品上署真名、署艺名、笔名或假名的权利，也包括不署名的权利。
署名反映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质在于通过署名的表象，反映作者的身份。
故只有真正的作者和被视为作者的法人和非法人单位才有资格享有。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作者人格权”。
署名权与姓名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如假冒他人姓名署名，或未经他人许可而在自己作品上署他人姓名，均妨碍了他人行使姓名权并构成
对他人姓名权的侵害。
但是，署名权和姓名权作为著作权制度和人格权制度所分别确立的权利，在性质上仍然是有区别的。
自然人均享有姓名权，但只有创作作品的人才拥有署名权。
作为姓名权客体的姓名是自然人人格的外在表现，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可分离，与自然人的生命共始终
。
署名权的客体是作者的作品，而作品是存在于作者人格之外的。
而且，署名权可以由权利人抛弃、转让。
侵害作者的署名权虽可能间接损害作者的名誉，却不一定直接侵害作者的人格。
在许多情况下，侵害作者的署名权，并不一定构成对作者的姓名权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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