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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研究系列：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系采法释义学、比较法及案例研
究的方法，阐述人格价值理念，建构人格权法的规范体系，研讨现行法解释适用的基本问题，以及探
寻人格权法的发展方向。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可以说是借着人格权法来检视反省法学方法的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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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泽鉴，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人学法律系，获得过慕尼黑大学法学士。
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
现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专攻民法，主要著作有《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法物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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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 “宪法”人格权的防御功能 第一款 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对抗来自公权力的侵害 
一、基本权利的限制 人格权系一种基本权利，对国家或地区的侵害具有防御功能（主观权利的功能）
，国家或地区对人格权等基本权利的侵害，在台湾地区“宪法”称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宪法
”第23条），其所为限制得为个别（行政处分、法院判决），亦得为一般（法规）。
所称限制或侵害，应从宽认定，凡使人民的基本权利之行使不可能者，均属之，包括法律行为及事实
行为，其究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得否强制，均所不问。
 须注意的是，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及限制（侵害）二者互相关联，应由侵害行为而认定其保护范围。
在“司法院”释字第603号解释，系因“请领身份证须按捺指纹”法律规定的侵害行为，而明定了所谓
信息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越广，国家或地区行为的侵害越多，使国家或地区与基本权利的冲突增加，人格权的保护具
有此种发展可能性。
 二、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 国家或地区得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但对此种限制亦应有所限制（所谓限
制的限制）。
“宪法”第23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
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此项规定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可限制性”，他方面亦明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亦应受限制，学
说上称为阻却违“宪”事由，其情形有二： 1.形式阻却违“宪”事由：此指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须以
法律为之（法律保留）。
所谓法律，指经“立法院”依法定程序通过，“总统”公布之法律而言（“宪法”第170条）。
惟法律对于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之事项，往往无法巨细靡遗地加以规定，故关于细节性或技术性之事项
，法律自得授权主管机关，以命令规定之，俾便法律之实施，而行政机关基于此种授权发布命令，如
其内容未逾越授权范围，并合授权之目的者，亦为“宪法”之所许。
 2.实质阻却违“宪”事由：指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须“有所必要”，“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称之为比
例原则，即从方法与目的的关联性，以判断国家或地区限制基本权利行为的合“宪”陛。
比例原则包括三个下位原则：（1）适合性原则；（2）必要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3）狭义比例
原则（合比例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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