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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格商品化权民法保护的基本概述

简单来讲，所谓的“人格商品化权”其实指的是将民众基

本的人格标识商品化，在这一过程中，其核心在于“人格形

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数量不断增

多、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为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利用民众商品化人格标识，进行营利活动的手段越来越

多，人格商品化权益受到了极大威胁，故此为从根本有效地解

决上述问题，近年来在民法权益中，对于“人格商品化权”的重

视度在不断提高，而所谓的“人格商品化权民法保护”，指的是

在当前法律制度体系中，对民众人格标识（身高、形象、声音、

姓名等）的保护。

人格标识具体指的是公众自身个性特征的人身识别因

素，如名字、声音、外贸、名誉等，也包括组织代表等法人身份。

而商品化权以此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不可否认

的是，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地探索与改进，其在中国乃至世界仍

未能形成定论。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米老鼠、唐老鸭动漫形象

的问世，使得人们在提到这两个动漫形象时，会自然联想到迪

斯尼，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故此后期商家通过与迪斯

尼签订形象使用条例后，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给迪斯尼带来了

可观的效益，与此同时也给商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也

是角色商品化权的起源，而随着名人效应的产生，某些商家在

进行商品的售卖时往往会利用各种名人形象，以达到吸引顾

客增强商品购买力的目的，而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商品化，这

些行为与此相应的权利称之为商业形象权[1]。

2 现阶段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

护中存在的不足
根据相关调研数据分析可知，“人格形象”是“人格标识商

品化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伴随人格商品化权手段的不断

增多，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具体来讲在当前社会主义市

场环境中，其民法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2.1 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概念较为模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格商品化权”一词最早起源于上

世纪九十年代。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和改

进过程中，其对于概念的界定仍处于模糊状态，从而导致部分

人员认为商品化权的具体权利，仅仅囊括商品化权、商品形象

权、商业人格权等，总体而言就是对于“商品”的过度强调，从

而导致“人格”的表述存在一定不足。而后具体到人格标识商

品化权中，“商品权”与“肖像权”的权利认知往往存在一定的

不足，长此以往在公民维护过程中也存在极大不足[2]。

2.2 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中对于保护对象的范围

较为狭隘

经大量调研数据分析可知，在当前人格标识商品化权过程

中，对于民法的保护对象相对狭隘。通常来讲，目前其对象主要

集中于现实中已经出现过的被侵犯人格标识案例，但是对于

隐私的商品化权保护，仍存在一定不足，长此以往不仅导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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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的产生，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也是极为不利的。

2.3 公民商品化权与人格权的保护是割裂的

从目前来看，在人格标识商品化权过程中，由于现阶段中

国的法律体系没有对其囊括的如声音、外貌、姓名等进行整

合，从而导致在后期的维权过程中，各种维权问题仍未能有效

解决，进而导致各种问题产生的同时，人格权也很难得到针对

性保护[3]。

3 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的完

善策略
从目前来看，在进行人格商品化权过程中，其功能主要体

现在民事主体对人格标识的使用及其财产价值的控制权上

面，换言之在进行民法保护过程中，任何一个事物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商品化权都能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导致权利人的财产

和利益受到损失。长此以往，不仅对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遭到

了严重破坏，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也是极为不利的。故此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对人格标识商

品化权及其民法进行保护和完善，是现阶段相关机构的核心

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其完善策略如下：

3.1 明确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概念界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当前商品化权过程中，概念界定

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增加了公民维权的难度，与此同时

对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也是极为不利的[4]。因此，为从根本上

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明确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概念界定是

现阶段相关机构的核心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就是在当前中国

法律体系中，立法部门需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入手，对其存在

的相关法律概念进行细分，从而确保“商品权”和“人格权”落

实到实处的同时，为后续各项作业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此

外，为从根本上使保护权利人免受继续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侵

害，在对人格商品化权概念界定时，立法机关还需做到以下

几点，即：

其一，在进行民法的确立时，对于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具

体名称需作出明确规范，即确保相关人员能明确了解“商品化

权”“商业形象权”“商业人格权”的概念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的

差异[5]，从而在明确不同表述对象的基础上，对这一权利表述

方法进行统一；

其二，立法部门在对确定民法中权利保护名称之后，需对

含义作出明具体的解释，从而保证相关工作人员明确人格标

识商品化权概念———公民通过利用自身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

并获取合法利益的权利，从而在后续的民法保护过程中，以确

保各项保护工作落实到实处。

3.2 扩大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的对

象范围

在进行人格标识商品化权过程中，民法规定的保护对象

过于狭隘也是现阶段影响保护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因素，

换言之就是在当前中国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为从根本上有

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6]，在现有的保护基础上，扩大保护对象的

范围是极为必要的，具体而言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其一，做好人格标识的分类工作。从某方面来讲，在进行

人格标识商品化及其民法保护中，人格标识分类工作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保护工作的整体

工作效益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在实际作业过程中，相关工作

人员需将人格标识与人格权区别对待，合理看待当代自媒体

发展与人格标识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后续作业的开展奠

定良好基础。

其二，完善对死者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保护。从目前来

看，在进行人格标识商品化权过程中，对死者人格标识商品化

权保护进行完善也是完善民法保护工作的重要途径，换言之

就是借助当前先进的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发展成果，利

用科技手段，以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对死者人格标识商品化

权保护困难的问题。

4 结语

伴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不断发展和城市化、工

业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从某方面来讲，仍处

于界定和保护条例模糊的状态。长此以往不仅对民众自身的

权益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公民在维护过程中也存

在诸多问题。因此，立法部门要从根本上提高对人格标识商品

化权及其民法保护的重视，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的

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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