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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格作为法律对于社会成员的适格者进行选择的结果，“人格基础”乃是人格问题的核心。
罗马法上的人格制度，彰显出人格制度构造上的规律性：地域与财产的人格基础意义、公法领域的人
格对峙、契约对于人格的调和功能、私法与公法上的人格对峙等。
    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采邑制、教会法及城市法所蕴涵的契约、平等与自由的观念，为后世伦理人格提
供了养分。
民族君主国家平民与贵族的人格对峙，是法律人格与伦理思想相互结合的推动力。
近代伦理法律人格的思想来源，在于意识形态关于人格的应然状态的思考。
近代自然法则将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然权利与理性，其被看成是人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主体的共同
基础。
    依自然法思想而构建的近代法律人格，逐步摒弃人格中的财产特权与性别特权，使人格基础的伦理
性得以纯化。
“权利能力”概念，是私法人格基础在实在法的表现，其并未摆脱人的伦理性判断的制约。
在伦理基础之上，近代私法呈现出“人之所是”与“人之所有”的逻辑区分，抽象人格技术和以肯定
人获得权利之能力的相异性为内容的形式公平观念也由此形成。
    在当代社会，出于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及其所导向的“人格的国家赋予论”所招致的祸端的反思，
人格的伦理性被重新强调，并得以牢固确立。
基于此，伦理人格的观念是理解现代“福利国家”对于个人自由进行限制的出发点。
以此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强者”对“弱者”之压榨事实，所反映出的近代民法的漏洞，乃在于“形
式公平”的观念忽略了经济上的回旋余地对于理性能力的正常发挥的影响。
因此，这一现象并不能成为将人之个体差异引入人格的基础，进而否定抽象的伦理人格的依据。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对于人的伦理价值的强调，也导致了人格之保护的模式上的转换。
近代民法上的“人格之保护”制度，乃是一种“人之本体”的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权利”的
保护模式。
人格权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之需要的背景下，法律将人的伦理价值视为“外在”于人的事物的结果。
我国民法典，应当采取外在化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不仅是社会生活之需要，而且是我国民法典所肩负
的社会启蒙使命的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民法中，人格与人格权问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自然法观念共同
作用的焦点。
团体人格与人格权、非人类生命体人格、环境人格权等问题的产生，表明了实证主义思维之下，人格
与人格权由个人向其他社会领域的蔓延，而在这些问题上所存在的理论争议，恰恰表明实证主义思维
之外自然法观念的存在。
因此，厘清实证主义与自然法两种观念和立场，应当是我们对于上述问题清晰认识的前提和方法；相
应的，在事关人格权的权利冲突中，在实证主义的权利思维之外，引入自然法观念，即突破“权利冲
突”的概念坚冰，在“自由意志冲突”的层面深入分析发生冲突之人格权与“人之本体”之间的关系
，则应当成为我们辨析“权利阶位”、界定冲突权利之边界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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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　血缘身份：人格基础的起源　　如前文所述，人格作为社会组织的工具，这意味着但凡存在
由成员结合而成的社会，就会存在通过人格技术对社会成员进行组织、对资源进行配置的问题。
就人格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前提条件”的固有含义而言，这里的“权利享有、义务承担”所反
映的，不过是社会成员在该社会中与他人以及与社会成员之外的人的关系。
由于权利与义务，并非仅仅来自于成文法，而且也可以来自于习惯，因此在以习惯作为确定成员内部
关系的社会形态中，该社会成员的身份仍旧是其享有和承担社会内部习惯法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前提条
件，即成员的身份仍旧可以涵摄于　　“人格”的固有概念之内。
“面对人们彼此相异的需要和主张，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保持稳定，除非它的成员的一盘散沙般的利益
，具有着团结一致、内在忠诚和责任的基础。
”[1]显然，这个将各个个体连接起来组成社会的技术，就是人格秩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格乃是一切社会的组织工具。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人格的法律构造>>

编辑推荐

　　《自然人格的法律构造》厘清了实证主义与自然法两种观念和立场，引入了自然法观念，即突破
“权利冲突”的概念坚冰，在“自由意志冲突”的层面深入分析发生冲突之人格权与“人之本体”之
间的关系，则应当成为我们辨析“权利阶位”、界定冲突权利之边界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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