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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区域性统一国籍法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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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籍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欧洲理事会在统一国籍法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

工作 ,其最新成果《欧洲国籍公约》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欧洲地区的国籍冲突 ,

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解决国籍冲突和构筑世界性的统一国籍法也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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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于 1997 年 11 月 7 日正

式通过了《欧洲国籍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在进行法

律协调和统一方面取得的又一新成果。欧洲理事会

是 1949 年成立的一个欧洲地区性国际组织 ,“通过在

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法律和行政事务方面缔结协

定和采取共同行动 ,以及维护和进一步实现人权和基

本自由”,最终“达到保卫和实现作为成员国共同遗产

的理想和原则 ,并促进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目

的 ,实现其成员国间更大的联系”。[1 ]近半个世纪 ,在

这一目标和原则的导引下 ,它对国际公法、国际私法

以及各国私法领域的统一化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由欧洲理事会各成员国外交部长或其他代表组成的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 ,作为该组织的决策和执行机

构 ,非常重视组织内部的法律协调和私法统一工作 ,

并为此在 1963 年专门设立了一个“法律协作委员

会”。在“法律协作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下 ,欧洲理事

会已就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各国私法的统一化签署

了 80 多个公约和协定 ,[2 ]对区域性法律协调和趋同

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其中最典型的新标志和例证就是《欧洲国籍公

约》。该公约于 1997 年 11 月 6 日在斯特拉斯堡订

立 ,第二天便为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并开放供

各国签字。现已有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匈牙利、

冰岛、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

斯洛伐克、瑞典、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等 15 个国

家签署了《欧洲国籍公约》。根据该公约第 27 条的规

定 ,《欧洲国籍公约》应在第三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文书交存之日起届满三个月后的第一天开始生效。

由于该公约在欧洲地区所处的特殊地位 ,其正式生效

和实施应为期不远。然而 ,尽管《欧洲国籍公约》属于

专门规定国籍问题的区域性公约 ,但它的制定和生效

无疑会对整个国际社会在国籍方面的统一立法和各

国国籍法的趋同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欧洲国籍公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欧洲国籍公约》共十章 32 条。第一章包括 2

条 ,着重阐明了公约的目的和宗旨 ,并就相关问题对

“国籍”、“多重国籍”等作了立法定义。第二章为第 3

条至第 5 条 ,规定了各缔约国在处理国籍问题时的权

限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章包括第 6 条至第 9

条 ,对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作了具体规定 ,既要求

各缔约国在国籍取得方面的国内立法务必明确 ,又禁

止各缔约国国内立法随意对丧失国籍加以肯定。不

过 ,若放弃国籍不致引发无国籍现象 ,则可允许。欧

洲理事会还要求各缔约国尽可能为国籍的恢复提供

方便。第四章涵盖第 10 条至第 13 条 ,主要为程序性

条款 ,强调各缔约国应尽力保证申请程序、审查程序、

批准程序以及收费的合法性和适当性。第五章为第

14 条至第 17 条 ,专门对多重国籍问题作了详细的规

定 ,各缔约国应允许保留因出生或婚姻而取得的国

籍 ,一旦取得另一国籍就不必再予以保留。除非丧失

53

收稿日期 :2001 - 05 - 15

作者简介 :蒋新苗 (1964 - 　) ,男 ,湖南东安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法学博士 ,从事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研究。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或放弃国籍是不可能或不合理的 ,否则 ,一国国籍的

取得或保留应以丧失或放弃其它国籍为条件。公约

还要求对多重国籍者给予非歧视待遇。第六章在第

18 条至第 20 条中对国家继承与国籍问题作了特别

规定 ,要求各缔约国应尽可能依国际协定解决该问

题 ,注意把握好尊重人权、避免无国籍现象的原则以

及关键性因素 ,处理好保留被继承国的国籍与非歧视

待遇的关系。第七章主要涉及有关多重国籍情况下

的兵役义务问题 ,分别在第 21 条和第 22 条中作了规

定。该公约特别强调一次性兵役义务 ,以及各缔约国

无特别协议时应适用的有关条款与兵役义务的免除。

第八章在第 23 条和第 24 条中集中对各缔约国之间

的合作机制作了明确规定 ,要求通过信息和资料的及

时交换加强共同合作。第九章也只有 2 条 ,即第 25

条和第 26 条 ,专门规定了公约的适用问题 ,允许在签

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对公约有关条款的适用

予以排除 ,只是不得减损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赋予自然

人的权利。第十章涵括第 27 条至第 32 条 ,对该公约

的签署、生效、加入、保留和废止等问题作了明确、具

体的规定 ,同时还对欧洲理事会秘书长应负责通知其

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具体事项作了详细规定。

二、《欧洲国籍公约》的几个特点

(一)《欧洲国籍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体现、反

映和强化了现代国籍法的精神和实质。

1997 年的《欧洲国籍公约》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

在其序言中。该序言虽然不长 ,但对理解和把握整个

公约作了有效的、关键性规定。它在第三段中特别强

调“铭记有关国籍、多重国籍和无国籍问题的国际法

律文件”,注意与《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保

护家庭生活权的规定相协调 ,应体现和考虑“有关国

际条约或公约已确立的原则”。《欧洲国籍公约》第 3

条第 2 款明确指出 :“只要不违背国际公约 ,习惯国际

法以及一般公认的国籍法律原则 ,其它国家应予以承

认。”从公约的立法精神和取向来看 ,显然应包括

1930 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关于国籍法冲突若干

问题的公约》和联合国 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1967 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 1989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 ,

《欧洲国籍公约》序言第八段要求各缔约国“承认每一

个国家可依其国内法决定公民取得或丧失他国国籍

的后果”,以及该公约第二章第 3 条第 1 款明确主张

“各国依照其本国法律决定谁是其国民”,均可看作

《关于国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公约》第 1 条所包含的

内容和精神的再现。由于国籍是涉及国家重要利益

的问题 ,以此决定国民 ,而国民又是国家存在不可或

缺的要素 ,因此 ,各国都倾向于把国籍问题保留在国

内管辖的范围内。无论是近代国际法还是现代国际

法 ,“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一直

居于主导地位。[3 ] (P20) 正是因为如此 ,1930 年关于国

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第 1 条明文规定 :“每

一国家依照其本国法律决定谁是其国民。此次法律

如符合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承认关于国籍

的法律原则 ,其他国家应予承认。”这一原则不仅为大

部分国际法学家和学术团所接受和同意 ,而且在常设

国际法院“关于突尼斯 —摩洛哥国籍命令案的咨询意

见”和国际法院对诺特波姆 (Nottebohm) 案的判决中

也得到了确认 ,[3 ] (P20 - P25) 并为其后的不少有关国籍

问题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实践所效仿。

除此以外 ,《欧洲国籍公约》第 4 条还确立了“人

人都有权取得一国国籍”的原则。这是现代国际与国

内立法、判例和学说所共同承认的 ,而且是国际人权

保护的一项主要内容。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第 1 款明文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4 条第 3 款也规定 :“所有

儿童有取得国籍之权。”《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第 1

款则规定 :“儿童 ⋯⋯有获得国籍的权利”,第 8 条第

1 款进一步规定 :“缔约国承担尊重儿童维护其身份

包括法律所承认的国籍、姓名及家庭关系而不受非法

干扰的权利。”可见 ,国籍权已构成国际人权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此为基础 ,《欧洲国籍公约》第 4 条还进一

步规定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国籍。”这一原则汲

取了《世界人权宣言》第 15 条第 2 款的核心内容和精

神实质 ,即“任何人之国籍不容无理褫夺 ,其更改国籍

之权利 ,不容否认”。然而 ,《欧洲国籍公约》并未局限

于此 ,而是将其扩展开来 ,强化了“婚姻关系并不必然

导致国籍的自动变更原则”,并着重强调坚持“禁止歧

视国籍的原则”。不过 ,所有这些原则均不得影响各

缔约国国内法在国籍方面赋予那些与该国有特别关

系的外国人的特权与优惠待遇。

(二)公约对国籍取得与丧失的实质要件和形式

要件作了特别规定。

有关国籍取得与丧失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

规定集中在《欧洲国籍公约》第三章和第四章。根据

世界各国的立法、国际条约和实践 ,国籍的取得大致

有因出生取得国籍和因加入取得国籍两种方式。对

于因出生而取得国籍 , 公约依“血统主义”(J us

sanguinis)原则在第 6 条中作了具体规定 ,只要父母

一方具有某一缔约国的国籍 ,该国就应保证此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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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取得内国国籍。如果该儿童出生在国外 ,则可另

行处理 ,其父母一方的国籍国不必将当然授予该儿童

国籍视为义务。不过 ,若父母双方都是外国人 ,其子

女出生在某一缔约国领土上 ,该国应为这类儿童取得

其国籍提供方便 ,而不是依国内法使其自动取得国

籍。这对于那些惯常居住于该缔约国的儿童也同样

适用。公约第 6 条第 4 款明确为缔约国创设了一项

义务 ,要求各缔约国国内法对八类人员取得其国籍提

供方便 ,即 :该国国民的配偶亲生子女、养子女、父母

一方已取得该国国籍的儿童、出生在该国领土内且依

法惯常居住于境内的人、在该国有法定居所或惯常居

所且于年满 18 岁以前就已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 ,依

法惯常居住于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或已确定了身份

的难民。《欧洲国籍公约》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实现“人

人享有国籍”的目的 ,因此 ,它对取得国籍作了非常详

细的规定 ,而对丧失与剥夺国籍只作了粗线条的规

定。公约第 7 条和第 8 条对各缔约国剥夺国籍或在

国内立法规定丧失国籍的权利作了严格的限制 ,并要

求为消除无国籍现象而不懈努力。

由于各国国内法对国籍取得、丧失、恢复和确认

的形式条件或程序要求并不完全一致 ,《欧洲国籍公

约》便专门以一章对程序问题作了规定。公约第四章

着重要求各缔约国提供各种最基本的保障措施 ,以确

保关于国籍问题的决定既不违背实体法原则又是程

序合法的。公约不仅要求各缔约国处理国籍方面的

申请务必在合理的期限内完成 ,而且要求必须以书面

形式作出有关决定 ,并保证符合法定的司法或行政审

查程序 ,同时对有关事项的收费也作了严格限制。

(三)《欧洲国籍公约》提出了解决多重国籍的有

效办法。

由于多重国籍者的国籍国通常都要求其履行义

务或承担责任 ,往往使多重国籍者陷于十分困难的境

地 ,甚至引起国际纠纷或影响国家间的正常关系 ,从

而使国际社会颇为重视和关注多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然而 ,不仅在国家之间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多重国籍

问题的最佳办法 ,而且国际社会目前也无公认的统一

规则。[4 ]尽管国际社会早期曾通过协商订立了一些

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 ,诸如 1930 年订立于海牙的《关

于国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公约》和《关于双重国籍某

种情况下兵役义务的议定书》、1933 年订于蒙得维的

亚的《美洲国家间国籍公约》以及联合国通过的有关

国籍问题的公约 ,但由于多重国籍问题的复杂性和各

国利益的不一致 ,批准和加入有关公约的国家为数不

多 ,有的国家即使加入或批准了有关公约 ,也提出了

种种保留。因为 ,这些公约虽对防止和消除多重国籍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 ,但力度和效果并不明显。为

此 ,1997 年的《欧洲国籍公约》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

破。该公约主张 ,若缔约国基于公约义务而接受法定

的多重国籍 ,它可通过国内立法规定自愿取得后一国

籍则导致前一国籍的丧失。如果措施切实可行 ,各缔

约国可以申请者放弃其以前的国籍为先决条件而允

许“归化”(naturalization) 。综观整个公约的程序性条

款 ,它与国籍方面的其它国际条约或公约有许多不同

的特色 ,其中最为显著之处就是在解决享有外交特权

或豁免权者的多重国籍问题上。1930 年的海牙《关

于国籍法冲突若干问题的公约》第 12 条第 2 款明确

规定 :“各国法律对于正式领事或其他负有政府使命

的国家官员所生于该国领土且在任何情况下出生时

即取得双重国籍的子女 ,应容许以声明抛弃或以其他

手续解除其出生地国籍 ,但以保留其父母的国籍者为

限。”而《欧洲国籍公约》并未象前一公约那样规定了

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仅在第 17 条中笼统地提及

不得违背“有关外交或领事保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这不能不说是《欧洲国籍公约》留下的立法空白和缺

憾 ,亟待欧洲理事会予以填补。

(四)公约对国家继承与国籍的取得问题作了粗

线条的规定。

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国际社会的各种

规则来看 ,解决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的作法是很不

一致的 ,缺乏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尽管国家继承与国

籍的互动关系问题十分复杂和难以解决 ,但是国际社

会并未放弃 ,而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欧洲理事会曾

在 1995 年 2 月 15 日出台的欧洲国籍公约的草案中

对国家继承中的国籍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5 ]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在 1997 年 6 月 12 日拟就的“关于国家继承中的国籍

问题的草案条款”也是丰富多彩的。[6 ]然而 ,欧洲理

事会 1997 年 11 月 7 日最后通过的《欧洲国籍公约》

并没有将上述草案的内容和原则全部吸收进来 ,既没

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强的具体规范与原则 ,也未对各缔

约国在发生国家继承时授予国籍和保留国籍的标准

作出严格的硬性的规定 ,而是采取弹性和宽松的软化

处理办法。这种作法既有其可取之处 ,也有缺陷和不

足之处。《欧洲国籍公约》的这方面的不完善之处常

为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的具体实践所弥补。欧洲大

部分国家的惯常作法是 :在国家继承发生以前就已在

被继承的领土内居住的非国民且未被授予继承国的

国籍 ,各继承国一般至少会赋予这类人继续居住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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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给予他们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国民待遇。至

于这种实践是否会形成国际法规则 ,完全取决于各国

的共同努力。

此外 ,《欧洲国籍公约》还对多重国籍情况下的兵

役义务作了特别规定 ,确立了“多重国籍者只履行一

次兵役义务的原则”。不过 ,该原则可在各缔约国军

事总动员期间予以排除。不仅如此 ,公约还允许各缔

约国在批准该公约时以声明的方式对第七章的全部

规定作出保留。

根据《欧洲国籍公约》第 27 条的规定 ,在欧洲理

事会的三个成员国批准以后 ,该公约便会生效实施。

尽管欧洲理事会 1997 年的《欧洲国籍公约》也还存在

一些缺漏和不够完善的地方 ,但它作为第一个全面确

立国籍法律原则和规范的区域性公约 ,仍具有相当的

普遍性和代表性 ,加之其强调合作机制的功用 ,不失

为现代国际社会统一国籍法的杰作和典范。可以肯

定 ,《欧洲国籍公约》的生效实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 ,为各国在国籍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与协调提供良好

的契机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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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Unification of Nationality Law in Europe

J IA N G Xin M iao

(Law Institule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 410081 ,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nationality has been being studied for many decades. Europe Commission has made a

contribution in the Unification of Nationality Law.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Nationality ,which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Europe Comission ,has become popular. This convention not only helps to settle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in Europe , but also sets an example for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solving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ity Law in the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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