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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拙著民法研究系列丛书包括《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及《民法物权》，
自2004年起曾在大陆发行简体字版，兹再配合法律发展增补资料，刊行新版，谨对读者的鼓励和支持
，表示诚挚的谢意。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的写作期间长达二十年，旨在论述1945年以来台湾民法实务及理论的演变
，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促进台湾民法的发展。
《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乃在建构请求权基础体系，作为学习、研究民法，处理案例的思
考及论证方法。
其他各书系运用法释义学、案例研究及比较法阐述民法各编（尤其是总则、债权及物权）的基本原理
、体系构造及解释适用的问题。
现行台湾“民法”系于1929年制定于大陆，自1945年起适用于台湾，长达六十四年，乃传统民法的延
续与发展，超过半个世纪的运作及多次的立法修正，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务案例、学说见解及规范模
式，对大陆民法的制定、解释适用，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拙著的出版能有助于增进两岸法学交
流，共为民法学的繁荣与进步而努力。
    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民法的教学研究，得到两岸许多法学界同仁的指教和勉励，元照出版公司与北京
大学出版社协助、出版发行新版，认真负责，谨再致衷心的敬意。
最要感谢的是，蒙神的恩典，得在喜乐平安中从事卑微的工作，愿民法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格尊
严的价值理念得获更大的实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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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泽鉴，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
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
现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专攻民法，主要著作有《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法物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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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声请人即将刑满获释，要求禁止电视公司播放。
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皆驳回此项禁播的请求，其主要理由为声请人已成为公众人物。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废弃此项判决，以《联邦基本法》第2条第1项与第1条第2项作为依据，命令电视公
司停止播放。
在其长达数页的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三强调人的尊严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人格权为宪法的基
石，是一种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亦属宪法所保障，某种言论是否侵害人格权，应衡量人格权被侵害的严重性及播放犯罪纪录
影集所要达成的目的，就个案审慎地加以衡量。
在本案，犯罪事实发生于20年前，声请人行将获释，重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其不受干扰的权利应
优先于言论自由而受保护。
　　4.计算机处理个人数据保护法　　个人资料与人格发展具有密切关系，信息自主已成为隐私权的
主要保护范畴，而个人资料的搜集与利用多借助计算机。
为规范计算机处理个人资料，以避免人格权受侵害，并促进个人资料之合理使用，1995年8月11日公布
施行计算机处理个人数据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本法），共六章，45条，简介如下：　　本法所称个人
资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
康、病历、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足资识别该个人之资料。
计算机处理系指使用计算机或自动化机器为资料之输入、储存、编辑、更正、检索、删除、输出、传
递或其他处理（本法第3条）。
在规范体系，本法区分公务机关之数据处理及非公务机关之数据处理（关于公务机关及非公务机关参
阅本法第3条第6、7款），分别就处理个人资料的限制，为特定目的之利用，个人档案的公告、答复查
询阅览，正确性的维护等相关问题，详设规定，并附有罚则，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法第4条规定，当
事人（个人资料之本人）就其个人资料得依本法规定行使之下列权利不得预先抛弃或以特约限制之：
①查询及请求阅览。
②请求制给复制本。
③请求补充或更正。
④请求停止计算机处理及利用。
⑤请求删除。
关于当事人行使本条所定之权利的救济方法，本法第31条以下设有规定，敬请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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