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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商法系列丛书·以案说法：人格权法案例评析》应当坚持如下几个原则：（一）解决中国的
问题。
在选题上，应当选择中国目前在民商法领域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应是单纯介绍外国法。
（二）具有开拓性。
作为探讨对象的主题应当是尚未被充分地分析、整理、研究的问题，从而使作品在某一领域居于领先
地位。
（三）尊重学术规范。
每一部作品都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作品内容要有创造性，作品形式要符合国家在体例上的要求。
绝不因赶进度而放弃质量，更不允许抄袭与剽窃行为。
在中国目前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学术浮躁现象面前，应当告诫自己做事要更慢一点，更严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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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格权概述
第一节 人格权的主体
案例1 胎儿是否享有人格权利益？
——裴某、吴某甲、吴某乙诉钱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案例2 死者人格权是否受到保护？
——陈某诉魏某、《今晚报》社侵害死者名誉权纠纷案
第二节 人格权的客体
案例3 丈夫是否享有生育权？
——叶某诉朱某生育权纠纷案
案例4 生育权是否是人格权？
——小武向妻子小玲讨要生育权纠纷案
第三节 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案例5 法人人格权受侵害时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案例6 如何解决“艳照门”事件中的求偿问题？

第二章 人格权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人格权与宪法基本权
案例7 如何处理人格权与宪法基本权利的关系？
——齐某诉陈某侵害受教育权纠纷案
第二节 人格权的冲突和解决
案例8法人名誉权的保护限度如何认定？
——××电脑公司诉王某侵害法人名誉权纠纷案
第三节 人格权的限制
案例9 电影作品侵犯肖像权如何认定？
——贾某诉某电影制片厂侵害肖像权纠纷案
案例10 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的底线是什么？
——评析臧某诉某数字音乐技术有限公司等侵害名誉权、肖像权
人格权案
案例11 公众人物与普通人享有的名誉权不一样吗？
——范某诉某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第三章 一般人格权
案例12 如何适用一般人格权？
——张某诉某市装潢公司侵害一般人格权纠纷案
案例13 性骚扰究竟侵犯了什么权利？
——西安女职员童某诉总经理性骚扰纠纷案
第四章 生命、身体、健康权
案例14 安乐死是否合法？
——程某助妻“安乐死”一案
第五章 姓名、名称权
第一节 姓名权
案例15 姓名权还是署名权？
——吴某诉上海某拍卖公司、香港某公司侵害署名权纠纷案
案例16 如何协调保护姓名权和名誉权？
——王某诉张某、某高等职业学校、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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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分行、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案
第二节 名称权
案例17 法人的名称权如何保护？
——杭州“张小泉”诉上海“张小泉”侵害名称权纠纷案
第六章 肖像权
案例18 肖像权如何保护？
——刘某诉某报社等侵犯肖像权案
案例19 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否侵犯肖像权？
——北大学子诉母校某中学侵权案
第七章 名誉权
第八章 信用权
第九章 人身自由权
第十章 隐私权
第十一章 贞操权
第十二章 配偶权
第十三章 亲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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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甲理结果 男、女公民均享有相应的生育权。
被告朱某享有的生育权是基于人身权中的一种生命健康权，原告所享有的生育权是身份权中的一种配
偶权。
当两权利相冲突时，法律应当更加关注生命健康权，而非配偶权，而且《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
了妇女有生育的权利。
因此，被告对腹中怀孕胎儿进行产化流产手术，不构成对原告生育权的伤害。
而且，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系夫妻关系，双方之间虽有矛盾，但夫妻只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遇
事共同商量，夫妻之间的矛盾是能够解决的。
原、被告夫妻和好后仍然可以生育儿女。
男方基于配偶权所享有的生育权仍然可以实现。
故原告叶某提出被告剥夺原告生育权，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法理评析 一、生育权的性质 生育权是指生育主体享有依法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以及根据权利生育
或不生育并因此受到侵害、阻碍时，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与生育孩子相关的其他合法权利，它
包括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决定权利等。
①它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生育权的主体是能够对生育过程进行控制和支配的自然人，生育权的主体
包括有婚姻关系及无婚姻关系的自然人；②其次，生育权的客体是人身利益，生育权的客体是对生育
过程的控制和支配，是生育和不生育的自由；再次，生育权具有双向性，生育权需男女共享且需要男
女互相协助才能实现；最后，生育权具有排他性，生育权是对世权，即本人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
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毋庸置疑，生育权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然而，在具体婚姻关系中，笔者认为应该对丈夫生育权与妻子生育权的定性进行区别。
民法中公民的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
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如人的生命、身体、自由等权利；身份权是指基于民事主体的某种
身份所产生的民事权利，如配偶权、亲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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