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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4_B1_E4_BB_96_E4_c36_52551.htm 案情 2003年7月，吉水县

老干局根据吉安市市委办公室通知，向老干部李浩然收集其

所获得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三级勋章、全国解放奖章、战斗

英雄奖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奖章各一枚及证书各一

本”。并出具了收条，准备参加吉安市市委举办的老干部功

绩展。在送展途中吉水县老干局不慎将所有证书和奖章遗失

。事后，李浩然到总政治部和原部队申请补发奖章，均未有

结果，为此，李浩然将吉水县老干部管理局告上法庭。 分歧 

被告吉水县老干局在收集原告李浩然所获得的奖章及证书后

，因遗失不能归还构成了对原告财产权的侵害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否构成对荣誉权的侵犯存在二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

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2条规定：“公民享有荣誉权，

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原告李浩然对奖章

及证书有所有权也即具有荣誉权。被告老干局收集了原告奖

章及证书后不慎遗失，且奖章及证书又不能补发，故被告侵

犯了原告的荣誉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老干局心爱在客观

上遗失了原告奖章、证书，但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因此根据

《民法通则》有关荣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被告的不慎遗失

没有侵犯原告的荣誉权。 点评 荣誉是国家或有关组织依据一

定程序对某一特定主体的某一方面活动进行的良好评价，是

公民或法人在生产劳动和各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所受到的表扬

、奖励。荣誉只能依据一定的程序予以取消，而不得诋毁或

非法剥夺。《民法通则》第102条规定：“禁止非法剥夺公民



、法人的荣誉称号”。由此可见，荣誉侵权只能表现为对当

事人享有的荣誉权进行非法剥夺和诋毁，在主观上必须表现

为故意。就本案事实，被告遗失的仅仅是具有证明和纪念意

义的实物，是原告荣誉权的载体，原告的荣誉并未因为奖章

、证书的遗失而受到诋毁或非法剥夺，被告在主观上也无此

故意，根据该条规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荣誉权的侵

害。从表面看，奖章、证书的遗失，使原告无法直接展示其

所获荣誉，其荣誉权的行使似乎是受到了妨碍，似乎是符合

“妨碍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使也构成侵权”的规定。但是向人

们展示奖章、证书仅是原告行使荣誉权的一种比较直接的方

法，而非是唯一的方法，原告可通过有关单位的说明和报刊

杂志、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以达到行使荣誉权的目的，从这

个角度上看，原告荣誉权的行使并没有受到妨碍。所以，被

告的行为没有构成对原告荣誉权的侵害。 因此，笔者同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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