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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人身权法案例重述》终于完稿了。
　　从我国《民法通则》开始，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提并论，作为相对独立的民法组
成部分，其不仅影响到了我国民法典的基本立法模式，而且对世界各国关于人身权立法也产生了积极
的历史影响。
目前，民法学界对进一步完善人身权立法的基本构想之一，就有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身权法》之
说。
　　他们认为，既然《民法通则》已经把人格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为什么民法典不能把人格
权独立成编，规定一套完整的人格权制度呢？
甚至有一些学者建议，我们仅仅需要设定一个“人法”就可以代替总则了。
　　凡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人都认为，以人格权为主的人身权是民法中两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是
民法的两大支柱之一。
正如我们无法否认财产权中债权、物权的独立价值一样，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人格权的独立价值。
民法主要调整的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在民事权利中的具体展开，无非就表
现为两类具体的权利构成即人身权和财产权。
财产权业已独立成编，其不但有物权，还有债权。
既然如此，人身权为什么就不能独立成编呢？
否则，不仅与人身权作为民法的基本权利的地位不相符合，也与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相悖。
毋庸置疑，主体的人格与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单纯的主体制度是无法涵盖人格权的。
　　人身权独立成编的又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传统的大陆法系民法之所以把侵权行为法规定在债法中
，是基于其把侵权行为产生的后果看成了一种损害赔偿之债。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民法特别是侵权法，其救济的对象主要是物权。
随着知识产权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在知识产权以及人格权这些权利保护扩张后
，损害赔偿显然难以适应这种权利扩张后的司法救济。
从人格权这个领域来看，对人格权的侵害绝不单纯是用损害赔偿能予以全部补救的。
　　不但像恢复名誉绝不能为损害赔偿所替代，而且对于人格权、知识产权等的保护，无疑也应当包
括各种可能的补救方式，特别是像赔礼道歉这些方式，显然也不是损害赔偿所能代替的。
而一旦法律肯认了多种责任形式，对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提供完整的补救，就得突破单一的损害
赔偿。
而既已突破了单一的损害赔偿的方式，当然也就得突破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发生在特定人之中的请求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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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身权法案例重述》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以人身权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中常见的人身权问
题，特别是人身权纠纷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法理分析，并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和理论学说，从而达到
研究我国人身权立法、司法实践的经验和规律，探索和完善我国人身权法的理论体系的目的，把独具
特色的中国人身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结合实际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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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作品原件即底片（正片）的所有权，因顾客支付了摄影服务的对价，包括底片在内的照片
作为摄影者经营的“特殊商品”，或服务结果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所有权即归顾客享有。
　　其次，虽然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因保护顾客肖像权等权利的需
要，在未经顾客同意的情况下，摄影者作为著作权人事实上几乎是无法使用该作品的，包括在自己的
橱窗等场合公开展示该作品。
　　最后，顾客复制本人照片、公开展示本人照片或向他人提供本人照片，无须经摄影者同意，也无
须在、照片上注明摄影者。
也就是说，顾客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照片，都不受作品著作权的约束；对该顾客来说，作品著作权
事实上业已穷竭，并无任何法律上的实质意义。
　　正因如此，摄影中心将加洗的照片予以展示，所侵害的可能是顾客的肖像权，而不是侵害了照片
摄影者的著作权。
图片社可以不正当竞争侵权为由要求摄影中心停止侵害。
　　（二）肖像的制作专属于肖像权人本人事有　　在肖像权制作的专有权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肖像不公布，仅仅为自己的目的秘密制作不会侵害肖像权人的利益。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公民个人形象转化为肖像需要一个再现的过程，如果一个公民一生中从未制作过
肖像，这个人就只有个人形象而没有肖像。
　　应当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不正确之处。
肖像的制作专属于肖像权人本人享有，他人无权行使这一权利。
在第一种情况下，虽然制作的他人肖像没有公布出去，但由于未经本人的同意而制作肖像，也是侵害
了肖像权人制作肖像的权利。
故此，第一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肖像制作专有权既是肖像权的基本内容，是肖像权其他权利内容的基础。
肖像权作为公民的固有权利，这种固有性表明了肖像制作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为确实可能会存在
肖像权人一生都不制作肖像的情况，但肖像制作权的享有并不以行使为前提，无论肖像权人是否制作
过肖像，就权利的本质即制作的可能性而言，肖像权人都是享有这种权利的。
所以，此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二、肖像使用权　　（一）概念　　从肖像权的法律特征来看，既然肖像权属于人格权的组成部
分，则其精神特征可以转化出物质利益。
故自然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肖像是否可以被使用、如何进行使用、由何人以何种方式予以使用以及使用
肖像的目的等问题。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他人不得擅自使用其肖像；而且即使获准使用，使用者对肖像的使用也不得超出
肖像权人授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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