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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一般人格权 再就是所谓“一般人格权”的问题了。一般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

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当此种基本

权利被具体化的时候，就体现为具体的人格权。很多年前，

《民法通则》刚颁布不久，有两个小女孩去某个商贸大厦买

东西，当时保安怀疑她俩拿了东西没付钱。在出口处，保安

即拦住了两个小女孩，叫她们到办公室去一趟。注意，是在

办公室里面，没有当着别的顾客，保安说，你们是不是还有

东西没付钱？如果有，就请付钱吧。小女孩说，我没有拿了

你的东西不付钱。保安也没有说她俩偷东西，也没有强行搜

身。就是所谓反复给她俩 “做工作”。两个女孩再三解释说

没拿，但就是不放她俩走。后来迫不得已，小女孩自己解开

外面的衣服，让他们看，我们确实没拿你们的东西么！保安

也没办法，就只好放她俩走了。后来两个小女孩将商场告上

了法庭，说侵犯了她俩的名誉权。但商场说，我既没有侮辱

你，也没有诽谤你，你怎么能认定我侵犯你的名誉权呢？这

个时候，两个小女孩确实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的的确确

是感受到自己是受了某种伤害。那么到底侵害她们什么权利

呢？此时就只能拿“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来解释了。就是说

，既然宪法里有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民法通则》

里也有保护人格尊严的规定；后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均有类似的规定。



对这些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人身权，就叫做一般人格权

。在法官认为需要对其进行保护的时候，就只能用这种“一

般人格权的理论”，来作为那些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人

格权利受到侵权时进行判决的法律依据了。为什么要这样办

呢？这是因为一般人格权与各种具体的人格权相比，具有其

不同的法律特征。 下面我们即探讨“一般人格权”的特殊之

点。 （一）“主体的普遍性”是一般人格权的首要特征 一般

人格权是所有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还有其他社会

组织，都平等地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譬如“信用权”在《

民法通则》中并无明文规定。所谓“信用权”，是指民事主

体依法享有的以与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信

赖和评价有关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一般认为包括了“信

用保有权”、“信用支配权”和“信用维护权”。有这样一

则案例：武汉有个写字楼，据说在当时是最好的写字楼之一

，后来有人欲在其边上再盖一间写字楼，并以图画的形式在

报上作广告。在报上把自己即将要盖的楼画得跟白天鹅一样

，既高大又美丽；把别人已经存在的旁边的楼画得跟丑小鸭

一样，又矮又小又难看。报纸刊登了这个广告以后，旁边楼

的所有人就起诉到了法院。你虽然没有用语言来表达对我进

行侵权，但是你的图画所表现的内容无疑是侵犯了我依法享

有的“信用权”。也就是说，你对我具有的经济能力和我在

社会上应该享有的信誉和评价会产生某种误导。最后法院判

决这种行为侵犯了人家的信用权。但这有法律依据吗？虽然

法无明文，但法人组织同样可以依据“一般人格权”这一条

款，得到司法救济。 （二）“客体的高度概括性”是其第二

个特征 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般人格利益



。反过来看，一般人格利益是对所有具体人格权客体的一种

抽象概括，任何一种具体人格权的客体都可以概括到一般人

格利益中。所以说，一般人格权是具体人格权的基础和源泉

。 （三）“权利内容的抽象性”，亦称为“不完全确定性”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得人格权的边界不能像其他权利一样确

定与明确，必须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现行立法中规定的具

体人格权所不能包含的内容都可以归在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之

内，这就使一般人格权成为了补充和完善具体人格权的切实

可靠的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当人们的人格利益遭到侵害，

而该人格利益又不在明文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的范围内

时，即可以依据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规定，寻求法律上的

救济。 （四）“功能的灵活性” 正因为一般人格权具有高度

概括性和不确定性，这个概念才可以弥补法律用列举方式规

定具体人格权时在所难免的那种难以穷尽的先天缺陷。人格

权不能严格限定自己具体人格权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封闭的权

利体系，人格权也不能与物权一样是法定的权利。一般人格

权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具有如下的功能： （一）“解释

具体人格权的功能” 一般人格权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

性，使其被称之为具体人格权的母权，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对

各项具体的人格权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权利。当对具体人格

权需要进行解释的时候，只能依据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原理和

基本特征为标准。这也就是说，任何对具体人格权进行的解

释，均不得有悖于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性质。 （二

）一般人格权是“发展具体人格权的源泉” 亦即可以从中引

申出各种具体的人格权来。人格权概念与体系是不断发展变

化的东西，面对不断涌现的丰富多彩的人格利益，人们需要



确认大量的、新的、具体的人格权。有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原理和性质这个大框架，法官凭借“一般人格权”这种类

似于 “诚实信用”的一般条款，可以较为灵活地补充现行法

律的缺项，或运用其达到公平正义的结果，实际上即在创设

新的人格权。 （三）“扩展具体人格权的内涵” 一般人格权

作为一种弹性很大的权利，可以通过对具体人格权的补充来

确认和保护已有明文规定的那些人格利益。特别是现实生活

中有些人格利益遭到侵害时，用现行法律确认的人格权制度

予以保护不甚贴切，但也未到创设一种新的人格权的程度。

这时就可发挥一般人格权的补充功能，扩展已有规定的内涵

，达到公正保护受害人利益的目的。鉴于一般人格权的范围

广泛，内容难以穷尽，学理上即将其概括为“人格独立、人

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四句话。 （一）人格独立 所

谓“人格独立”的本质，就是说民事主体在人格上一律平等

。在法律面前，任何民事主体都享有平等的主体资格，具有

独立的人格，不受他人的非法支配、干涉和控制。 （二）人

格自由 所谓“人格自由”，是私法上抽象的自由。其既不是

公法上的政治自由，也不是私法上具体的契约自由、财产自

由等，而是指人格不受约束、不受控制的状态。人格自由是

民事主体享有一切自由权的基础和根源。简单地说，自由权

也是精神性的人格权利中的内容，就是指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民事主体的活动不受非法拘束和妨害的权利。自由是一种状

态，体现为国家以法律所为保障，主要包括身体自由权和精

神自由权。某地有一位老太太有点心理变态，雇了一个小保

姆。她非法限制小保姆的活动自由，被民警查户口时发现。

由于情节不严重，未受刑事制裁，如果在法庭上，小保姆对



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说你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不仅要给

我劳动报酬，还得对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其法律依据就只能是侵犯了其“自由权”。而所

谓“自由权”在我国民法中过去尚无明文规定，那就只能依

据“一般人格权”了。 （三）人格平等 所谓“人格平等”，

是指一般人格权确立了任何人不论其在社会上的身份、财产

和地位有何不同，都平等地享有人格权的基本观念。平等在

传统民法中无疑是与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商品交换

瞬间的价值平等不能掩饰替代事实上的不平等，但从人的共

同特性中，抽象出一个超越经济基础的基本价值，即所谓人

格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理念上看就是资格平等、机

会平等，本质上还是人格平等。精神性人格权还有一种比较

复杂的精神性人格权，就是“贞操权”。其在新的《婚姻法

》立法中争议很大。贞操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为了维护他的

性纯洁的良好品行的一种权利，是以性为特定内容的一种独

立的民事权利。它是以性所体现的利益为特定内容的人格权

。它受到了法律的制约，并受到道德的调整。有的同志往往

把社会学中道德的观点拿来解释我们民法中的法律的观念。

贞操权的内容，就是指发生了各种性侵犯，比如说强奸案件

、奸淫幼女、强迫妇女卖淫等的时候，所进行的这些行为肯

定是刑事犯罪，可以要求对他们予以刑事处罚，但同时也侵

犯了受害人的民事权利。那么贞操权的概念是什么呢？所谓

“贞操权”在本质上就是指贞操不受玷污的权利，亦即权利

人有权拒绝他人与自己实施婚外性关系的权利。实际上我认

为称之为“性自由权”更时髦，因为其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得

违背他人的个人意愿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权利。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允许不允许受害人对侵犯他贞操权的行为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呢？目前已有的判例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

由于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特别是传统文化观念的沉重影响

，有时对此却难以理解。重庆有一个少女被强迫卖淫，后来

在逃跑时摔成重伤，下肢瘫痪。家属告到有关部门，居然一

开始不受理，说此人是“三陪女”。那就要问了，哪一条法

律上说 “三陪女”就没有贞操权啊？她们没有人格权吗？你

不能认为由于某人是所谓“三陪女”，就不存在贞操权受到

侵犯的客观事实。实际上，“贞操权”这个用词是有点问题

，我以为，其本质上无非还是个“性自由权”的问题。还是

那句老话，一定要把不同的法律关系区别开来，但是从法律

上来说，一定要理解，只要侵犯了人家的性纯洁性，就可以

要求其承担一种民事责任。这是与刑事责任完全不同的另一

个法律问题。由于法律尚无明文，能否所有的人均依“一般

人格权”获得司法救济，则即涉及人格平等问题了。 （四）

人格尊严 所谓“人格尊严”可以说是一般人格权中最重要的

内容，它是指民事主体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

社会地位。其体现着他人和社会的最起码的尊重。故有人说

，人格独立是指人的客观地位，人格自由是指人的主观状态

，而人格尊严就是一种主观认识和客观态度的结合。 人格尊

严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人格尊严”首先是人的一种观念，

是民事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自我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格尊严具有主观因素。“人格尊严”同时又是一种社会

态度，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的人对他人作为“人”应有的尊

重。这种尊重是对“人”最起码的态度。2001年4月有记者报

道，张君案判决后，张君的情妇秦直碧诉某报侵权，故执行



死刑可能推迟。据秦直碧的辩护律师透露，秦直碧母女将起

诉重庆某报社侵犯其名誉权。死刑犯状告报社侵权，全国实

属罕见。起因是重庆一家报纸刊发了一则专题报道，详细披

露了张君与秦直碧如何相识、同居，描绘了秦直碧母女与张

君的“三角恋”，该文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秦25岁的女

儿看到报道后认为该文没有依据，部分文字“像一部黄色小

说”，严重侵犯其名誉权。据称，其男友看到报道后与之分

手了。在看守所里的秦直碧知道后，也十分气愤，表示文中

的叙述与事实不符，侵害了自己与女儿的名誉，并委托律师

处理此事。随后向该报社发出了律师函，要求该报社为秦母

女恢复名誉，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但该报

社没有作出回应。因此，秦直碧母女将向法院递交诉状，起

诉该报社。这一案件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死刑犯与普

通人在人格上是不是平等的问题。也就是人格尊严中所包含

的社会对“人”的最起码的尊重，受不受各种具体因素的影

响的问题。所有民事主体，在能力信用、资产等诸方面肯定

会有差异，但所有民事主体所应得到的社会对他的最起码的

尊重却应当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尊严又具有客

观因素。故所谓完整的人格尊严，应当是此主观因素与客观

因素两者的统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