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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格权总论》致力于挖掘中西方法制资源以建构中国人格权之基
本理论范畴。
作者运用历史解释、案例比较研究与法教义学等方法，对人格权之历史发展、权利属性、权利内容、
言论自由与人格权冲突之调适、未出生者之人格权保护、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索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格权总论》对德国人格权二百年与中国人格权一百年之历史发展进
行深入对比分析；对人格权之私权属性与宪法基本权利属性及其相互转化提供法技术设计；对人格权
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一元保护提供正当性解释；对人格权与言论自由冲突之协调提供合理性论证；
对错误怀孕、错误出生、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等疑难问题给出符合中国法制环境的答案等等，都具有重
大的创新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格权总论》将对中国人格权与民法理论之完善、对中国人格权法之
立法与司法以及推进中国民法典立法进程提供诸多智识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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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红，1982年生，湖南省耒阳市人。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法学博士，湖北省楚天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
，《私法研究》副主编。
出版专著《基本权利与私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合著《涉农信访与社会稳定研究》（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11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及《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
教育部课题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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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人格权之基本权利范畴第一章 国外人格权二百年：通过判例而演进第一节 本章问题第二节 19世
纪德国人格权理论之辩第三节 20世纪德国人格权法之演进第四节 法国与瑞士第五节 日本与我国台湾
地区第六节 美国与英国第七节 本章总结第二章 中国人格权一百年：立法史与学术史第一节 本章问题
第二节 立法史：人格权法在中国的发展第三节 学术史：人格权变迁与中国民法方法第四节 本章总结
第三章 人格权之权利属性：私法权利与宪法权利的统一第一节 本章问题第二节 由私法上人格权到宪
法上人格权：一项新的宪法基本权利的产生第三节 经由私法上人格权保护宪法上基本权利第四节 本
章总结第四章 人格权之权利内容：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统一第一节 本章问题第二节 人格权上财产
利益保护的两种模式及我国的选择第三节 人格权上财产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第四节 人格权上财产利
益的实现与救济第五节 本章总结第五章 人格权之权利冲突：人格权保护与言论自由之调适第一节 本
章问题第二节 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第三节 不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第四节 本章总结第六章 特殊主
体人格利益保护之一：错误怀孕第一节 本章问题第二节 侵害法益之违法性第三节 损害结果第四节 过
错及因果关系第五节 本章结论第七章 特殊主体人格利益保护之二：错误出生第一节 本章问题第二节 
侵害法益的违法性第三节 损害结果⋯⋯第八章 特殊主体人格权保护之三：死者人格利益展望人格权
保护与中国民法典制定跋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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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德国实务创设一般人格权皆系将《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格尊严）与第2条第1款（人格
自由）之价值透过《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来实现，其规范基础为第823条第1款中
的“其他权利”。
由此可肯认，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内核、精神气质系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质言之，因为新型法益内含
人格尊严或人格自由，才可成为“其他权利”，才可成为一般人格权。
因此，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与一般人格权是肉与皮的关系，犹如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503号宣示
：“维护人性尊严与尊重人格自由发展，乃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核心价值。
”前者是内在属性，后者是外在形式，两者犹有区分必要，不能混为一谈，不宜将人格尊严或人格自
由本身权利化。
　　其次，人格权系重要民事权利一种，近现代民法发展转型莫不因应人格权保护发展而动。
鉴于其重要性，创设一种如此重要的民事权利，应依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之解释而为之。
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司法解释较之基本法律，其权威性、稳定性自无法比肩，且对于我国司法解释之
合法性，学者一直存疑，法院个案解释与统一解释之辩一直未有结果，司法解释之将来去向亦尚有疑
问。
职是之故，不宜将如此重要之民事权利之请求权基础委身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
　　最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系我国侵权法之一般条款，犹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
，台湾地区“民法”第184第1款前段，重要性自不待言。
其立法系主要参照《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对民事权益不区分权利与权益，采概括保护方式，但终
因民事权益究难逃财产与人身二分，故当时之立法难谓不周全。
然后来实务学说发展认为，法国式侵权法采概括保护，难免使人民行为动辄得咎，有害私法自治，且
实务上难以建立相对客观的裁判标准，故实务学说转向以德国法制解释适用本款。
是以，将本款之财产解释为财产权，人身解释为人身权，为人民行为创设一个相对自由之行为空间，
以资私法自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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