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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国籍签证制度
——从国家安全、人才战略、立法的角度

文 郭生祥

郭生祥简介：自称“祥子”，澳大利亚籍华人。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理
事长、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荣誉主席。2009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被授予第六
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奖，他的获奖理由是：“16年研究‘信用经济学’，
15部理论专著，终成就‘世界信用经济学’教父地位，他的论点对中国宏观经
济决策多有影响。郭生祥是理论创新突出、实践品格鲜明的中华经济英才。”

国际上，现代国籍签证制度与过去传统的国籍签

证制度相比有如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实行双重

国籍，二落地免签证，三签证便利化。中国引进这

样的制度，有诸多的理由与好处。

目前世界上直接、间接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已经不

少于1/3了，在冷战、以及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再也

难以形成，甚至长期激烈对抗的矛盾再也难以兴起的时

候，在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双重

国籍不再是在激烈对抗的时候衡量忠诚度、价值取向的

唯一尺度，相反承认双重国籍，在今天其实就是一种讲

国际政治、讲人才资金双向交流、讲国际化现代化从而

落实到便利化的一种文明之举。

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不少

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和恢复双重国籍制度，大量受惠的不

仅是那些同种同宗的本国侨民，也普惠到其他族群，更

多的惠及那些拥有技术、资金的国际人才，实践证明，无

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安全、社会保障、福利上都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日益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一种便民之

举、文明之举、开放之举。

这一更为人性化的制度，好比是数学中的1+1=2这

个增量等式关系，在地球日益村落化的今天，移民越来

越普及，一个人的出身地如果叫祖籍国的话，好比是1，

如果这个人的祖籍国承认双重国籍，就等于这个国家获

得了1+1=2的人才资源，反之如果排斥双重国籍，对于

这个国家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腾出了资源、也牺牲了资

源，等于0，即1-1=0，第二坏的结果是-1，第三坏的结

果是-1-1=-2，第四坏的结果是-1-1-1=-3，如果肯定

这个人是人才，由于今天的移民大都非富即贵、非富贵即

人才，因此不难肯定移出是人才的扣减，是-1，由于这个

人才与祖籍国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移出后成为移入国的

人才，则是第二次扣减，如果万一该人才不仅对移入国

有用，而且损害移出国的利益，则需要进一步扣减，那么

这个等式不就依次变成0、-1、-2、-3了吗？但是这个等

式对于移入国，最大的风险是-1，怕彼地是人才，此地不

是人才，变成负数，但是这个概率很小，因为移民大都是

被挑选过的，即使没有以上三项资源，至少年轻，哪怕偷

渡者也是年轻的，所以，-1的概率很小，0的概率也小，

1的概率很大，特别是变成为我独用，对别人不利的则

是+2，近来世界级的科学发明、财富的创造几乎都是由

多国背景的人才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概

率，则对两国都是+3，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在以上分析中，暗含着一个移民从人才的角度看，

相等于这个人拥有双重经历和智慧，显然这个假设是具

有经验判断优势的，在移民的基础上假设可以嫁接出天

才，那么这个经验概率更是比较容易被承认的事实。

1979年～2009年我们实行30年的鼓励留学、鼓励移

民、来去自由的国策，如果还不实行1+1=2的双重国籍政

策，至少相当于我们流失了双倍的人才。

鉴于此，自觉推行这一制度的趋势还在向更多国家

蔓延，因为人才竞争日益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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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现代国籍签证制度与过去传统的国籍签

证制度相比有如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实行双重国籍，二

落地免签证，三签证便利化，对于中国引进这样的制度，

其理由与好处可概括如下：

第一，实行双重国籍的概念有多种多样，一种可能

是我们完全对世界华人承认双重国籍，另一种可能是

至少与对方国家对等承认双重国籍，第三种可能是，

再退一步至少像很多国家对自己的侨民实行一定期限

的免签证，提供尽可能多的签证便利化服务。像台湾

地区对于大陆出去的华人也实行免签证。这看似很小

的一步，其实是从重视大量的商品贸易到加强服务贸

易、资本贸易转变的一大步，是与国际纵深接轨的一大

步。

第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华

人传统上重土亲乡，叶落归根一直是一种类似宗教般的

情怀，就像西方人重视基督教信仰一样，如果承认双重

国籍，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将会有大部分华人从内心深

处完全归顺祖国，也不影响他们对定居国的贡献，让他

们具体感受到游子万里，故乡还是自己的家乡，这其实是

更加高层次的一种文明政治竞争，如果中国承认双重国

籍，相当于拓展了一个解放5000多万华人潜在生产力的

新渠道、新方式和新手段，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也进

一步融合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争夺人才、争夺资金，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竞

争力的主要表现，承认双重国籍、实行华人落地免签证、

尽可能实行签证的便利化，也是国境管理、国家形象工

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现代商业生态、现代科技文

明，日益产生大量的双飞双栖的“太空人”，争夺这部分

人才和群体，迫使国籍手段的改善日益重要。

第四，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

化，可以大大减少签证工作的时间与成本，让国家驻外

使领馆集中精力更好地为自己国家的侨民服务，更好地

与当地社会、政府沟通，拓深经济、文化交流，把有限的

资源更加用在刀刃上。

第五，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

利化，过去主要担心对于东南亚国家有所影响，现在即

使是不少东南亚国家本身也实行了多年的双重国籍，随

着冷战思维一去不返，对华人双重国籍问题基本不是问

题，给不给自己的同胞双重国籍，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对

自己侨民的国策问题，几乎不再涉及第三方。

第六，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

化，不会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负担，由于大部分华人生

活在较为富裕的国家，落叶归根时，不单没有养老保障

问题，如果他们选择在国内养老归终，还会给国家带来

一定的高消费，从经济上是划得来的，从历史上看，华人

养老选择落叶归根，往往会把海外不少财富、科技、文明

带回来。对于定居国也是乐观其成，因为也是极其有利

无害的。

第七，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

利化，不会影响中国国内社会安全与稳定，相反更能加

强国内的安全与稳定，因为即使有少量的人利用双重国

籍做些非法的事，其双重国籍正好可以按照国内法来判

案，大大利于威慑这些别有用心之人。相反双重国籍的

承认由于争得了人心，会更加使中国生活在一个安全稳

定的国际环境之中。

第八，中国长期以来有两大人才、人力资源红利优

势，一是农村源源不断地输出青壮年劳动力的优势，二

是海外不光有经验丰富的中老年科技人才，由于华人多

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群体，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出大量科

技俊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农村人力优势这部

分人口红利正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被充分利用，如果实行

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化，那么海外人

才的这些红利优势也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极富有战

略意义的开放之举。

以上八条总起来其实不光对中国有利，对华人的定

居国也有利，对世界文明融合有百利无一害，何乐不为

呢？

清朝末期，哪怕那时是多么严重的岁月动荡，清政

府也一直坚定地实行双重国籍，对当时的洋务运动、抵

抗外敌入侵还是有所帮助的，到孙中山先生的共和革

命，如果没有华人完全可以说就没有中华民国，新中国建

设、改革开放，华人毫无疑问就是窗口和桥梁，仅在新中

国1949年～1979年这特殊的30年中，由于特殊的国际环

境，不得不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单一国籍制度。但是经过

1979年～2009年这30年的努力，冷战已经过去，中国与东

盟关系大势已经是合作大于一切，2010年自贸区正式开

通，历史不可能倒退，选择双重国籍对于两地、两国都有

益无害，不断便利了华人，其实也便利了一个中国与世界

的双向窗口和桥梁。

完全可以审时度势承认双重国籍、落地签证、签证

便利化，甚至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移民局，制定专门的

移民法，实时地与现实相契合，与世界潮流互动，今天所

有中国人都正在创造中国世纪，中国与世界正在双向互

动，海外华人是中国世纪工程的又一个支柱，为了夯实

这个支柱，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

化，恰是基石中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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