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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健康权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

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统称。 生命

权，即自然人活着的权利。自然人以维持生命以及安全利益

为内容。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自然人的生命权。 健康权，

自然人以其身体的生理机能的完整性和保持持续、稳定、良

好的心理状态为内容的人格权。 二。姓名权 《民法通则》第

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

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自然

人姓名权的内容是： 自然人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

自己的姓名；有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侵犯姓名权

的行为即表现为干涉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使用权和

依照法律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盗用或假冒他人姓名。 

三。肖像权 《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肖像

是通过摄影、摄像、美术创作等手段再现自然人的外部形象

。 自然人肖像权的内容是： 1.有权拥有自己的肖像； 2.有权

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肖像。以其他非法目

的或手段使用自然人肖像的，可以构成对自然人名誉权的侵

害或人格权的侵害。 侵犯肖像权的构成要件： （1）以营利

为目的使用。使用他人肖像的目的在于追求营利，与实际是

否获得盈利无关； （2）未经本人允许。 四。名誉权 名誉，

是社会对一个人社会地位、贡献、人品、才能和能力等方面



的社会评价。对他人的社会评价应当公正、客观，不得任意

诋毁、贬低。名誉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影响和人格尊严。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名誉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名誉享

有不受他人损害的权利。采用侮辱、诽谤、捏造及散布虚假

的事实、捏造或传播流言蜚语等方式损害公民名誉的行为，

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侵犯名誉权的主要行为包括： 1.侮辱

：构成要件为故意行为（以侮辱他人人格为目的）；采取公

然的方式进行。 2.诽谤：构成要件为 （1）故意以贬低他人人

格为目的。诽谤不同于检举失实，以正当手段行使检举、控

告的权利，即使检举、控告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以不认为是

诽谤； （2）捏造虚假的事实包括编造谣言、故意传播谣言

、传播道听途说的传言。行为的特点是捏造、虚构事实。不

论是自己捏造，还是故意传播虚假的事实，都可以构成诽谤

； （3）散布虚假的事实以一定的方式将虚假的事实传播。

不同于举报或向国家有关机关的控告。向国家有关机关、组

织检举或汇报，不会造成虚假事实在社会上的传播，不会构

成诽谤。 五。隐私权 隐私权是自然人重要的权利。我国立法

是充分肯定和保护个人隐私权的。但是，什么是隐私权？隐

私权的范围是什么？法学界及立法上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回答

。一般认为，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 （1）属于个人生活的

事实，如：个人的住址、纯粹个人的信息、个人的事务。 

（2）与社会公众生活无关，这是隐私的重要特征。保持隐私

处于秘密状态，不会影响社会公众生活、影响他人权利的实

施。 （3）不愿让别人知道，只有本人不愿让他人知晓才是



隐私。如果自愿让他人知晓，就不是隐私。 侵犯隐私权行为

最重要的特征既是未经本人许可散布他人隐私，使无关的人

知晓他人的隐私；不论故意或过失，均可以构成对他人隐私

权的侵害。 六。荣誉权 国家和社会对那些为社会作出突出贡

献，或在某些方面作出突出成绩、取得突出成绩的人给予一

定荣誉，授予荣誉称号，表明国家或社会对自然人成就的肯

定。荣誉称号应当依法定程序授予或撤消，不得非法剥夺或

宣告无效、取消。 七。亲属权 1.概念 亲属权，是指公民在婚

姻家庭方面依法享有的身份权利。 2.身份权的种类 （1）婚姻

自主权 婚姻自主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在缔结和解除婚姻关

系时不受他人非法干涉。合法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禁止

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2）夫妻之

间的身份权 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成为夫妻，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互称配偶。夫妻的身份权是因为具有夫妻的身份而产生

的人身权利。夫妻有互相抚养和照顾的义务，有平等的共同

财产的处分权，各自拥有独立的姓名权等权利义务。 夫妻身

份受法律保护。 （3）夫妻在家庭关系中的身份权 家庭是因

婚姻和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单位。在家庭中，家庭成

员之间形成了身份关系，享有身份权。例如：父母与子女的

关系；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系、兄弟

姐妹的关系等。 家庭关系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扶养、抚养、

辅助关系；财产的继承关系；家庭共同财产的支配关系。 八

。监护权 监护权，是指公民作为监护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子女、其他需要监护的人享有对被监护

人的管理、教育权；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管理权。 监护权的行

使以维护和保障被监护人合法权利为限，因此监护权也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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