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的立法预告

韩国法务部于2022年4月5日公布了《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基础、人格
权排除妨碍·恢复·预防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的民法部分修正法律
（案）》（下称“《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法务部公告第2022-86号）的
立法预告。《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的主要内容以及启示如下：

I.	 人格权的范围

第3条之2（人格权）①自然人享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隐私、姓
名、肖像、个人信息以及其他人格权益。

《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规定的人格权保护范围不仅涵盖了以一般人格权
为母权衍生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隐私、姓名、肖像、个人信息
权，还涵盖了其他人格权益（第3条之2第1款）。

这与近期日益强调的ESG管理范式(环境污染、消费者保护、劳动者安全、
职场内欺凌、所谓“甲方横行霸道”的问题、数据及隐私保护等)相吻合。我们预
计，随着《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的正式立法出台，将发生相比过去更多的社
会争议与纷争，尤其有可能大大加重公司的责任与负担。

例如，根据现行《劳动基准法》规定，处理劳动者安全或职场内欺凌等相
关问题，大部分情形仅能采取损害赔偿、刑事处罚、过失性罚款等具有一定限
制的事后措施。但是，如果将上述问题视为涉及人格权的问题，则员工有可能
对公司或实施职场内欺凌的员工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予以纪律处分、变更工
作地点等改善具体工作环境的行为，也有可能出现员工要求公司建立防止职场
内欺凌的预防体系或制定确保劳动者安全的预防对策的案例。而此类诉讼具有
相当大的社会连锁效应，极有可能影响公司的声誉或舆论。

II.	 人格权的排除妨碍·恢复请求权

1)	 明文规定人格权的排除妨碍·恢复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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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之2（人格权） ② 自然人有权要求侵犯其人格权的主体采取适当措施排除妨碍并恢复被侵害的利益（略）。

《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明文规定了人格权的排除妨碍·恢复请求权（第3条之2第2款前半段）。
以往对人格权的保护以金钱补偿为主，通常根据一般侵权规定予以事后救济（《民法》第 750 条），
但《民法》第764条也规定可以责令侵害他人名誉的主体采取恢复名誉的适当措施。另外，大法院也
在有限的范围内认可基于人格权中的名誉权提出的排除妨碍·恢复请求权（删除报道请求权）（大法院
2013.3.28.宣判2010民事三审第60950号判决），而此次《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将上
述排除妨碍·恢复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生命、身体、健康、自由、隐私、姓名、肖像、个人信息和其
他一般人格权（名誉权除外）。

2)	 人格权的排除妨碍·恢复请求权的法律效果

《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规定的“适当措施”的具体内涵尚不明确，但鉴于在《民法部分修正法律
案》出台之前，法院已经做出了认可作为恢复名誉必要措施提出的在壁画的右下方标注作者的姓名、
简历和标题的请求（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06.5.10.宣判2004民事一审第67627号判决）以及认可邻接
权人、所有权人提出的以太阳反射光干扰日常生活为由要求安装太阳反射光阻断设施的请求（大法院
2021.6.3.宣判2016民事三审第33202、33219号判决，现已发回重审，目前由首尔高等法院2021民事二
审第20127号案件进行重审）等判例，可以根据人格权侵权类型及严重程度考虑采取多种措施。

III.	 人格权的预防侵害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

1)	 明文规定人格权的预防侵害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

第3条之2（人格权）②（略）对可能侵权的主体享有预防侵害请求权或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

《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明文规定了人格权的预防侵害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第3条之2
第2款后半段）。

早在本次《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之前，也存在法院在处理用诽谤性广告侵害人格权的问题时，
认可作为对侵权行为的救济措施而提出的终止广告请求（大法院1996.4.12.宣判93民事三审第40614、
40621号判决）的判例，但目前并没有具体判例或者依据可以明确法院是否在名誉权以外的其他类型的人
格权侵权案例中也认可人格权的预防侵害请求权。

我们认为《民法》第3条之2第2款后半段规定的人格权预防侵害请求权并未对权利人和相对人的主
体要件提出要求，因此该条款可以全面填补权利救济中存在的立法空白，并且由于其仅需要满足“可能侵
害人格权的行为”这一较为宽松的要件，将有望提高权利救济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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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格权的防止侵害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的法律效果

人格权的预防侵害请求权可以通过事前采取防止措施从而消除有可能导致侵害人格权的诱因，因此
可以根据人格权侵权类型及严重程度考虑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

人格权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一旦得到认可，可以参照《民法》第205条、第214条关于担保的规定采
取要求提存现金的措施，也可以采取要求提供保证人或设置担保权等措施。另外，由于人格权侵权纠纷
与金额计算难度不大的所有权相关损害赔偿担保请求权（《民法》第214条）或者诉讼费相关担保请求权
（《民事诉讼法》第117条）不同，其损害不易量化为金额，担保金额也难以计算，因此可能发生与担保
金额计算相关的纠纷。我们认为，适当的担保金额计算方式有待后续相关法规的制定或者相关实践积累
逐步加以完善。

IV.	 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认可

第34条之2（法人的人格权）第3条之2在不违反其性质的范围内准用于法人。

《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明文规定法人享有人格权（第34条之2）。以往法院仅在侵犯肖像权、姓名（名
称）权、侵害名誉、道歉广告等个别案件中碎片化地认可过法人的人格权，而此次《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
对法人的人格权进行了一般化和全面化的扩大。由于法人区别于自然人，其不享有生命、身体、健康权且不
能成为现行法项下的个人信息主体（《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第1款），法人将享有除此之外的“自由、名
誉、隐私、姓名、肖像以及其他人格权益”。

随着《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的正式立法出台，法人将相比过去可以寻求和获得更加多样的救济措施，
这自然会导致相关纠纷的增加。例如，对于税务调查结果等难以断定其是否属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
保护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情形而言，有可能发生当事法人以侵犯法人的隐私信息为由，寻求民事上的应对
措施的案例。

V.	 前瞻

《民法部分修正法律案》规定的人格权，其保护范围将界定在何种程度、后续围绕这一议题会展开何种
讨论以及会有何种后续立法出台等，需要予以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