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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国籍在中国
——浅谈中国的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商李蕾

摘 要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对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双重国籍”是一个历史和现实问题，中

国对于国籍政策的取舍应慎重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以国家利益为重，权衡二者的利弊。同时，在此基础

上，可以做出一些适时灵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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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新华侨、华人要求实施双重国籍

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不愿失去中

国国籍，另一方面希望藉此为其在当地生存发展和到中国经商、就业、

置业、子女入学等提供便利。继 1999 年 12 名全国政协委员于政协九

届二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

建议案”后，中央也于 2005 年的政协会议上提出党派提案，建议修改

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双重国籍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明报加西版报道，加拿大联邦保守党高层证实，重新检讨双重

国籍法已被列在哈珀政府秋季议题上，有可能要求定居海外、却拥有

另一个国籍的加拿大人，放弃加拿大国籍。此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

加拿大华人社会巨大回响，纷纷认为对移民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国籍的界定与双重国籍问题的产生

（一）国籍的界定

对于国籍，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不少定义。《奥本海国际法》中的

定义为：“国籍是以依附，生活和情感的真正联系的社会事实以及相互

权利与义务为基础的法律纽带。它可以说是构成下述事实的一种法

律表现：直接由法律授予或者由于当局的行为的结果而授予国籍的个

人，在事实上是与授予国籍的国家的居民的联系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

居民的联系更为密切的。”韩国法学家柳炳华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

概念：“国籍是指自然人，法人及其某些财产与一国有特殊关系时，根

据国际法原则，该国国内法为行使管辖权赋予的法律联系，可赋予国

籍的财产有船舶，航空器和空间物体等。”

（二）双重国籍问题的产生

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国家的国籍。双重国籍主要

是由于各国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因种种情况产生的国籍变化而形成

的。公民取得国籍的方式一般有两种：因出生而取得与因加入而取

得。根据出生取得的国籍称为原始国籍。根据其他方式如因婚姻关

系取得、因收养关系取得、因近亲属关系取得或因经济关系取得的国

籍称为继有国籍。由于国际法没有统一的国籍规则，而由主权国家规

定，同时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关于国籍的立法多种多样。对于因出

生而取得国籍各国规定不同，一些国家在自然国籍确定上采用血统主

义，而另一些国家则采用出生地主义，同时各国对继有国籍的取得规

定也存在着差异，因而存在积极的和消极的冲突，而国籍的积极的冲

突就导致了双重国籍的产生。

二、各国对于双重国籍的态度

（一）世界其他各国的态度

双重国籍是国际上许多国家普遍默许认可的一种方式。美国、英

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欧美国家都尊重双重国籍。比如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德国新国籍法实施生效，有限期的承认双重国

籍，并且进一步简化了外国人入籍的手续；现行法国国籍法规定，人

们可以通过决定的或自然的血缘关系取得法国国籍，对出生在法国

或定居在法国的外国人，也可以通过出生地（定居地）的关系来获得

法国国籍；美国法律没有强制规定一个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士在两个

国籍中选择一个国籍，同时，若是一个人在“自动”的情况下取得他

国国籍的人士也不会影响到其美国公民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相

当多的国民拥有英国国籍或其他国籍，而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法律要

求本国籍公民如拥有外国国籍之生就不承认其本国籍或应自动放

弃本国国籍。实际上，尊重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已逐渐成为世界上

的一种潮流。

（二）中国的态度及原因

1．中国的态度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三部国籍法（1909《大清国籍条例》、1912《中华

民国国籍法》、1929《中华民国国籍法》）均承认双重国籍。从新中国成

立到 1980 年国籍法颁布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国虽然没有颁布国籍法，

但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既不主张也不赞成双重国籍，

积极稳妥地处理遗留的双重国籍问题。现行有效的国籍法是 1980 年

9 月 10 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

籍。”同时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取得外国国籍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而后，学术界开始有主张对中国的国籍问题

提出置疑。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并赞同在中国实行双重国籍。代表

性的事件是陈铎等 12 名全国政协委员在 1999 年向国务院公安部提

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民建中央

也于 2005 年的政协会议上提出党派提案，建议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

国籍。中国是否实行双重国籍问题开始引起了学术界和海外华侨华

人的广泛关注。

2．中国采取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因

出于对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华人、华侨在居住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的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周边环境十分恶劣，中国面临西方资

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为了和台湾的国民党

争取民心，争取投资，必须要制定出比较有竞争力的侨务法规和国籍

政策。但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弊端，中国与许多东南亚

国家的关系恶化，陆续发生排华事件。由于东南亚华人在当地国的经

济领域占绝对优势的份额，当地政府对华人有一定的戒心，实行承认

双重国籍的政策，会带来当地的恐慌以及当地人的一种强烈的嫉妒心

理，导致华人在当地的政治上的弱势和被孤立，更加剧了对华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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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怀疑。五六十年代印尼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排华，怀疑当地的许

多华人都是中共派去搞游击、搞颠覆的，要输出游击战和武装夺取政

权，要搞暴力革命等。华人华侨的处境十分的危险。同时许多东南亚

华侨为躲避排华运动的迫害回国，而狭小的华侨农场和其他的接受地

无法承受起这种大规模回潮压力，中央政府因此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为了华人，华侨的自身安全，为了本国利益，只有消除带来恐慌的因

素。这样无论对华人华侨安全，对国内人民的利益，还是对于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之间消除误解，加深国家间关系，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外交封锁，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是否采取双重国籍政策需考虑的诸多因素

国际社会对双重国籍问题并无统一的态度，各国亦是根据自己国

家的国情、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来决定对双重国籍的取舍。中国在

考虑此问题时必须慎重全面地权衡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因素。

（一）消极因素

首先，从权利的行使方面考虑，一个人如果拥有双重国籍就不能

很好地行使其权利并不能保证其在行使权利中不会滥用。如果其拥

有的双重国籍的两个国家存在利益冲突的话，就很难指望双重国籍人

很好地行使权利，在维护一个国家利益的同时而不会损害另一个国家

的利益。在义务的履行方面，由于各国的国情、传统、习俗的差异，对

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有不同或者相同相似的规定，则会产生是否应当

履行其中一国特别规定的义务以及是否两国相同或相似的义务都要

履行的问题。

其次，承认双重国籍将再次引起东南亚国家的猜疑和警惕，不承

认双重国籍有利于中国处理和发展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东南亚

的华侨华人在当地国对该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实行双重国

籍，势必会引起当地国政府的恐慌，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影

响到中国提倡的中国—东盟实行合作政策的实行，最终影响到中国的

国家利益。

第三，如果承认中国公民可以具有双重国籍，将使中国与有关国

家在对这些双重国籍人行使管辖权和保护权上产生冲突，因此会产生

不必要的矛盾。若一个人具有双重国籍，则他的一个国籍国在对其行

使属人管辖权，提供保护，要求引渡或处理庇护请求时，则可能与另一

国籍国的利益或要求产生冲突，进而导致两个国籍国之间的分歧、纷

争。

第四，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有可能使居住国政府对中国人加

入其国籍的动机产生怀疑，有可能导致对中国人的歧视，包括增加中

国人申请入籍的难度。

还有一方面，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可以比仅具有单一国籍的人享有

多种法律上的优惠条件，这样会造成公民之间在竞争方面的不平等。

（二）积极因素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大量的出国留学人员和海外移民。承

认双重国籍有利于他们自由方便地回到中国来，能够简化手续，节省

费用，有利于大量引进海外华裔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会带给

中国更多更大的商机和大量外汇和税收，同时便于中外贸易文化交流

频繁。

第二，承认双重国籍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不仅可以激发中国

人民身居海外，胸怀祖国，以主人翁的姿态维护祖国利益，而且可以吸

引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家

事务发表意见，为民族振兴献计献策，同时还有助于建立海外爱国统

一战线，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势力和海外敌对势力。

第三，承认双重国籍有利于中国政府依法管理国外归来人士。如

果海外移民归来在中国犯罪，由于其保留中国公民身份，可以按照国

内法律来审理，不会造成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拥有双重国籍，对许多旅居外国的华人来说，既可以享有居

住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又能够保留自己的“中国人”名分，这对崇尚叶

落归根的炎黄子孙来说，是一个心理安慰，同时使得在海外奋斗多年

的移民晚年落叶归根，可以公民身份回归故里。

第五，承认双重国籍可以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实现祖国统一

祖国大陆虽然在侨务工作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离调动

广大华人华侨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这一目标有

些距离。如果能够实行双重国籍，可以把除台籍以外的大多数华人华

侨都吸引过来，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四、国际社会的普遍态度以及中国对于国籍政策的考量

在全世界的国籍规则统一之前，出现国籍冲突在所难免。然而考

虑到国籍冲突，特别是双重国籍冲突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国际社会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消除，至少是减少国籍冲突。1930

年海牙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深信

使得各国公认无论何人应有国籍且应仅有一个国籍实为国际社会所

共同关心；因此承认人类在这一领域内所应努力向往的理想是消灭一

切无国籍和双重国籍的现象”；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

宣言》也将国籍唯一列为它的根本原则之一。至此，“一人一籍”成为

国际社会关于国籍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各国通

过国内立法、缔结双边条约、区域性国际条约和全球性国际公约等途

径来防止和减少双重国籍现象。

“双重国籍”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不可否认，允

许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确实会给具有双重国籍的人投资、探亲等

活动带来一些方便。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国家之间的交往

越来越多，但世界利益的主体主要还是民族国家、政治主权国家，它们

仍是整个世界市场、文化发展的主要利益代表。修改国家法律，关键

要从政治和经济等国家利益高度去考虑，而不能仅仅为了照顾一个群

体的方便和利益就放弃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立法原则。从这个角度

来看，国籍政策的取舍仍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国籍法》中承认双重

国籍的做法利小弊大。

五、中国对于双重国籍问题的一些处理方式

面对《国籍法》所始料未及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关部门已经采

取了许多务实、灵活的做法。例如，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事部和

公安部等部门联合于 2001 年 5 月 14 日出台了《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

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对在华任职的留学归

来人员中的外籍高科技、高层次管理人才可以提供入出境便利。2004

年 8 月 15 日，公安部、外交部发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

理办法》，据此中国政府给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国人审批发放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绿卡”。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移民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

流。中国政府应本着灵活、渐进的原则对相关政策法规适时地作出调

整，唯此才有可能造就个人与国家、中国与外国双赢的局面。在此问

题的处理上，中国可以在合理成都范围内借鉴借鉴他人的经验，可以

以谈判协商、双边条约的形式解决国籍冲突问题。同时可以有针对性

地制定单行法规，细化补充《国籍法》，增强其可操作性。国籍的冲突

问题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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