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專題中
國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202020年年88月月151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8月15日（星期六）

2020年8月15日（星期六）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針對他人發送垃圾短信、垃
圾郵件侵擾個人私人生活安寧
的行為，《民法典》專門在隱私
權部分規定了此種侵害隱私權
的行為類型，並明確將個人私
人生活安寧規定在隱私權之
中，禁止非法進入、窺視、拍
攝他人的住宅、賓館房間等私
密空間，禁止非法拍攝、錄
製、公開、窺視、竊聽他人的
私密活動，禁止非法拍攝、窺
視他人身體的私密部位。這些
規則既有力回應了個人隱私遭
受侵擾的現實問題，又為保障
社會生活安定有序提供了法律
依據。
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個人
信息洩露已經成為一種公害。人

格權編專門規定了個人信
息保護規則，在對個
人信息進行正面確權

的基礎上，對合法收集、處理個
人信息的規則作出了規定。此
外，針對網絡誹謗、網絡暴力、
人肉搜索等網絡侵權現象，《民
法典》積極應對，構建了預防與
救濟一體的制度體系。人格權編
中的禁令制度和侵權責任編中的
網絡侵權規則對有效規範網絡侵
害人格權的行為，實現對侵害人
格權損害後果的預防等，具有重
要意義。
那麼，所謂的網絡「掛」
人，即便行為人做了一些技術
處理，但只要依然能夠洩露他
人的隱私、導致他人的隱私遭
受侵害的，仍然構成隱私權的
侵犯，要依法承擔相關的侵權
責任。因此，在網絡時代，強
化對人格權的保護尤為重要，
這也是《民法典》將人格權獨
立成編進行規定的考慮之一。

民法典知多D
之人格權

人格權獨立成編 應對網絡侵權等新挑戰

起底洩私隱
打格也入罪

解 讀 專 家

王 利 明王 利 明
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

人格權獨立成編是中國編纂《民法典》最重要的創新和最大亮點，是中國《民法典》對世界民事立法作出的重要貢獻。中國

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王利明教授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人格權獨立成編，彌補了傳

統大陸法系「重物輕人」的體系缺陷，為人格權法未來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空間。

王利明進一步指出，《民法典》人格權獨立成編，兼顧人格權的消極防禦與積極利用功能。在比較法上，很多國家或地區的

民法都只是將人格權視為消極防禦性的權利，僅僅在權利受到侵害時才能行使。但是，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隨着互聯

網、高科技、大數據的發展，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精神性人格權益的利用方式越來越多樣，也越來越具有經濟價值。中國

《民法典》關於人格權許可利用的規定適用了人格權行使的發展趨勢，通過對確立人格權許可使用一般規則、對肖像和其他人

格利益的許可利用作出特別規定等，有效實現兼顧了人格權的消極防禦功能與和積極利用功能，強化了對人格尊嚴的維護，以

解決實踐中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有力地回應了人格權保護在網絡信息時代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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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
在社交媒體上，網友小魚因為意見不同，遭到了

其他網民的「人肉搜索」，他的手機號、身份證號
及照片等個人信息都被對方「掛」了出來，生活因

此備受困擾。不過，對方對小魚的個人信息進行打碼處理，
將不重要的信息打上「馬賽克」，但暴露出部分可識別的關
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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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

解 讀

《民法典》第990條：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
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
權、隱私權等權利。
除前款規定的人格權外，自然人享有基於人身自由、人格

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

《民法典》第1032條：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
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洩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
私權。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
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人格權的行使與保護經常與
其他價值發生衝突。「最為典
型的是新聞媒體的報道權。新
聞傳播的時效性要求決定了媒
體在報道新聞時有可能無法對
每一個信息來源都進行深入審
核，存在某些內容的輕微失實
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每個輕微
失實都會導致責任，新聞媒體
將無法運轉。」
《民法典》第999條規定確
定了新聞報道和輿論監督等行
為中合理使用他人人格權益的
規則，對新聞報道自由和公民
輿論監督與人格權保護之間的
衝突進行了平衡。依據該條規
定，如果是出於實施新聞報
道、輿論監督等需要，可以在
一定範圍內合理使用他人的姓
名、名稱等人格利益，此種使
用行為即便未得到權利人的許
可，也不構成侵權。

博流量不屬「合理使用」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999條
規定特別強調了「公共利
益」，這是在《民法典》編撰

中根據新形勢新增的內容。當
前，互聯網上有很多自媒體和
平台發布的「花邊新聞」，並
不是為了公共利益的實施，有
的是為了博眼球或博流量，這
類發布就不符合第999條所規
定的「合理使用」。
當然，即便出於新聞報道、
輿論監督等需要，也只能對他
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進
行合理使用，如果超出合理使
用的限度，將構成對他人人格
利益的過度使用，應當依法承
擔責任。與該條規定相類似的
還有多條規定，如《民法典》
第1025條規定：行為人為公
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
督等行為，影響他人名譽的，
不承擔民事責任，但是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
造、歪曲事實；（二）對他人
提供的嚴重失實內容未盡到合
理核實義務；（三）使用侮辱
性言辭等貶損他人名譽。這些
條文都同樣平衡了名譽保護和
輿論監督、新聞報道之間的關
係。

今年新冠疫情中，媒體、自媒體的報道中，常常
見到涉及確診或疑似患者個人家庭、行蹤等大量隱
私信息被曝光。在新聞報道中，包括新聞畫面中難

以避免會使用人的姓名、肖像等，從事時效性極強的新聞報
道工作，記者又經常面對來不及核實受訪者詳細信息等情
況，有些受訪者也因種種原因認為記者侵犯了其人格權。應
該如何看待新聞報道、信息發布與人格權保護的問題？

法條索引

解 讀

《民法典》第999條：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
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
個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的，應當依法
承擔民事責任。

「一個國家的《民法
典》，是一個國家精神
面貌的集中體現。」王
利明說，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強調人與人之間
的互敬互愛、和諧相
處。法律是最低限度的
道德，是社會正義的最
後一道防線。《民法
典》人格權編，從立法
角度保障國人的生活安
寧，讓公民活得有尊
嚴。但是從法律規定到
真正的執行，仍有很長
的路要走。

確認私權
具規範公權作用
「中國有句古話，叫
做『徒法不足以自
行』，西方法諺也強調
要從『紙面上的法』到
『行動中的法』」，王
利明表示，《民法典》
人格權編的規定，確認
和賦予人們充分的人格
權利，但僅有法典的規
定是不夠的，接下來
還需要這些規定通過
法律的理解與適用、
通過執法與司法，來
形成一個個判決、形
成一個個法律文書，
從而真正切實地保護
到每個人的身上。
王利明說，法治的核

心是規範公權、保障私
權。一般認為，保障私
權是由《民法典》等民
事法律實現的，而規範
公權是由公法承擔的，
但實際上，《民法

典》通過確認和保護私權，也起到
了規範公權的作用。正是從這個意
義上說，民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
規範公權的作用。「《民法典》關
於人格權編的規定是行政執法和司
法的基本遵循。」

三建議推進《民法典》落實
為此，王利明提出三方面建議。

首先，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必
須要尊重私權。各級政府要以保證
《民法典》有效實施為重要抓手推進法
治政府建設，不得違背法律法規隨意作
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
或增加其義務的決定。對人格權的限制
必須有合法依據，符合法定條件，遵循
比例原則，不得過度限制。

第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必須要依法行使職權、維護私
權。國家機關要依法履行職能、行
使職權，履行《民法典》規定的法定
義務，保護老百姓人身、財產安全。
王利明表示，《民法典》生效之後，
就會成為法官裁判民事案件的首要法
律依據，通過案件的裁判，就能夠把
人格權編的規定變成具體的權利保護
個案，這樣就讓人格權編的規定生動
起來、鮮活起來。通過法律的實施，
就會逐漸起到救濟、教育、懲戒、預
防的作用，人們的人格權受保護程度
就會逐漸提高，人們也就真正享受到
人格權所保障的人格利益。

第三，全社會要形成尊重他
人人格權、維護人格尊嚴的意
識。《民法典》的頒行，尤其是人
格權的獨立成編規定，必將進一步推
動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民法典》
也必將隨着人們對其條款的運用和權
利保護訴求的提出，而展現真正的生
命力。
王利明指出，中國法院系統近些年

來每年受理的案件數量都在兩千多萬
件，其中一大半都是民事案件，而民
事案件中，涉及到人們的人格權利保
護的所佔比例越來越大，而且越來越
呈現出以網絡侵犯人格權的形式，權
利人通過向法院主張民事權利，
就推動了法律的適用，也就
進一步提高了中國法律
對於人們權利的保護
水平，形成立法
與守法的良
性互動。

「吾愛吾師 吾更愛真理」
��$

《民法典》的編纂過程
中，各界有着廣泛的討論
甚至激烈的爭議。作為人

格權編獨立成編的倡導者，
王利明曾受到一些批評和不

實指責。《民法典》正式出台後，王利
明發表長文，回憶過往心路歷程，澄清
客觀事實，獲得各界對他的學術造詣的
肯定，以及學者人格魅力的欽佩。

崇尚理智分析 贊同兼容並包
「作為一名學者，我向來崇尚理智的分

析、冷靜的思考，我也非常贊同兼容並包

的學術理念，並且身體力行。」王利民
說，「君子如射」，學術是自由的，任何
人都有權提出不同的學術觀點，學者之間
展開爭論、辯論，都是應當的，而且是有
益的，自己從來不因為誰的學術觀點不一
致，就對別人有意見。

王利明是文革後首批大學生，又趕上了
改革開放中國的高速發展時期，他深刻感
受並見證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不
同的發展模式的巨大差異。求學期間的經
歷，王利明深得導師「中國民法之父」、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佟柔教授的身傳言
教。他回憶說，「佟柔老師一生醉心於學

術，謙遜平和，待人寬厚，嚴於律己，淡
泊名利，在佟老師生前，無論是我求學期
間還是留校任教後，在課堂後、閒暇時、
出差中，甚至病榻前，他無數次與我促膝
長談。從佟老師的一言一行中，我深刻感
受到了人格力量的偉大」。

一部《民法典》，三代民法人。在
《民法典》正式出台之際，王利明更難
忘老一輩民法學者的風骨。「謝懷栻老
師、王家福老師、江平老師等法學前
輩，無一不是謙謙君子，他們都擁有溫
暖、仁慈、寬厚的性格，他們都給了我
啟迪與教導」，王利明說，可以說，無

論是治學還是做人，老一輩民法學者都
樹立了良好的典範，值得後輩學習。

有人評價認為，在當今浮躁的學術
界，王利明溫潤如玉的「老派學者」風
骨更顯難得。

事實上，王利明指導過的學生經常在
論文中跟他的觀點發生分歧，有的還對
他的觀點展開反駁甚至批評。對此，王
利明不僅從不在意，甚至感到很欣慰，
因為這是一個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體
現。「『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
應當是每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信
條」，王利明說。

■《民法典》
確定了新聞
報道中合理
使用他人人
格權益的規
則。圖為記
者採訪治癒
出院的新冠
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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