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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以下

简称《保护法》）于 1990 年 9 月 7 日由七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布，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部有关

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法典。 它的制定是我国侨

务工作迈向法制建设的重要标志。 2000 年 10 月 31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决定》。 该决定对这

部法典共做了 20 余处修改，其中新增加的有 9 条条

款，使该法从原来的 22 条增至现在的 30 条。 以下仅

以 2000 年修正的 《保护法》（1990 年 9 月 7 日公布，
2000 年 10 月 31 日修正）为准，对《保护法》的制定、
修改、主要内容以及有关实施等方面作一简介。

一、《保护法》的制定历时五年，博采众议，集思

广益，九易其稿由七届全国人大通过颁布；经过十年

实施，执法检查，重点调研，充实规范，由九届全国人

大予以修正

我国是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他们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功勋卓著。 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
许多归侨侨眷却因“海外关系”的牵连，蒙受了不白之

冤。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侨务政策已基本落实，广大归侨侨眷及海外侨胞发扬

爱国爱乡的传统，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又

作出了新的奉献。 党和国家充分肯定他们的贡献，并

重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然而过去政府仅仅是根据

我国《宪法》的原则规定，根据国家制定的适用于我国

公民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侨

务政策实施维护侨益，在实践中尚不足以保护归侨侨

眷的合法权益。为了进一步加强侨务工作的法制化建

设，更好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有必要根据他们

的特点，把宪法中有关原则规定加以具体化，把经过

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侨务政策制定成专门的法

律，才能切实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1985年 6 月，在全国落实侨务政策工作基本结

束之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华侨委员会主任叶飞

提出，要把侨务立法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

工作重点来抓，促使侨务工作有法可依。 随后，叶飞

同志又先后到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召开座谈会，在

广东、福建、广西、河北、浙江、辽宁等地区进行侨务工

作调研。同年 12 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座谈

会上，叶飞同志倡议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和保障归侨侨

眷的合法权益。 1986 年，全国人大侨委会便成立由何

英副主任主持的“研究侨务立法工作小组”，并在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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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侨办草拟的《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利和利益暂行

条例》（草案）基础上，着手起草《保护法》的初稿。 此

后，经过数十次座谈会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到 1990
年 6 月形成第八稿，呈请七届全国人大第十四次常委

会进行审议。大多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认为送审稿简

明扼要，切合实际，是符合国情、侨情的侨务法律规

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经第九次修改后提

请下次常委会审议。 1990 年 9 月 6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由 112 名常委参加表决，以 109 票赞

成的绝对多数票审议通过，同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于 7 日公布。
经过十年实施，证明《保护法》的原则和主要规定

是正确的，效果很好，已为广大侨胞、归侨、侨眷所知

晓和拥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国内外侨情的发展变化，《保护法》中的有些条款已不

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还有一些新情况新内容需要在

《保护法》中加以体现和规范。 自八届全国人大以来，
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归侨代表以及各地人大、各级

侨务部门都提出了对该法进行修改的议案和建议。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修改工作进行了一些准备和酝

酿。至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将该法的修改列入本届

立法规划。随后在国内结合执法检查，重点调研，听取

广东、福建、山东、广西、江苏、安徽、河北等省区地方

人大及有关部门意见，利用出访和接待机会征求海外

侨胞意见，形成了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法修正案（草案）》。 2000 年 8 月经九届人大常委

会审议通过，于 10 月 31 日公布这一修正决定。

二、《保护法》的主要内容是我国《宪法》第五十

条规定的具体化，是经过实践证明正确并长期有效

的侨务政策法律化；修正后的《保护法》，保留了原框

架和基本内容，只对一些非改不可的条款进行修改、
充实或进一步明确规定

（一）确定《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立法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
《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

利和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我国《宪法》对归

侨、 侨眷合法权益的确认与保护的规定是明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

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五十条），《宪法》还

规定：国务院行使的重要职权之一是要“保护华侨的

正当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

益”（第八十九条）。 《宪法》对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保

护的规定，是制定《保护法》的重要根据。
归侨和侨眷是我国公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既享

受同其他中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并履行义务；同时他

们又因为具有“海外关系”的特点，而产生一些特有

的权益需要加以保护。 长期以来，特别是自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系统地制定了国内侨

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对归侨、侨眷的“一视同仁，
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1］，以及大量

具体的政策规定。 实践证明这些原则政策是实事求

是，切实可行。 不仅现在是适用的，而且在今后比较

长的时期也是适用的。 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它通

过一定立法程序，成为相对稳定的法律，从而做到保

护侨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确定《保护法》的适用对象

任何一部法律，都非常重视法律适用对象或称

法律调整范围的制定。 《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归侨

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

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这一

条文确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及其法律概念，构成《保护

法》的基础。 由于归侨侨眷都与华侨有关，华侨是归

侨侨眷产生的基础与前提，不是华侨不可能成为归

侨，也不可能有侨眷。 因此《保护法》必须首先要对

“华侨”等这些概念作出明确规定。
1、华侨 “华侨”一词，“华”为中华民族的属性，

“侨”表示迁居或寄居国外的意思。 《保护法》规定：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这一规定指出

华侨在法律概念上有以下几个特征：
（1）华侨必须是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根据

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如果“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

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就成为通常人们所说的外籍华人。 可见是否具有中

国国籍是华侨与华人的根本区别。
（2）华侨必须是在国外定居。 所谓定居是指在国

外已获得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并事实上已在国外居

留。 这个居留资格包括外国政府批准的合法定居和

已被外国政府认可的事实定居。 此外，根据政府有关

部门的规定， 对于一些虽未取得外国长期或永久居

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 年（含 5 年）以上的合

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视同定居。 因

此，我国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留学生、访问学者及

其他因私临时出国人员及在边境地区经常出入的边

境居民，由于他们只是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不是在国

外定居，所以不论他们在国外怎样居住都不是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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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侨必须是定居外国，即中国领土以外的国

家和地区。 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不是华侨；
他们只有移民到其他国家并取得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后才是华侨。
上述规定说明，已经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不

论其出国时间早晚和居住在那个国家，只要在住在

国获得长期或永久居留资格，即是华侨。 但近十多

年来，在实际工作中，有人将华侨分为“新”、“老”两

类。 “新”相对于“老”，可以指这一群体的代际更迭，
但更多人的理解“新”和“老”是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

线来进行划分，“新”华侨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

外的中国公民，以与以前就已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相区别。 这里的“新”、“老”是作为一种前辍词表示

时间上的差别，并不改变“华侨”一词的科学内涵。
“华侨”一词的内涵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才得以

确定的，并已经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是正确的。
2、归侨 《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归侨是指回国

定居的华侨。 ”该规定指出归侨的法律特征有：
（1）归侨在回国前必须是华侨，原来不具备华侨

身份回国定居的中国公民不是归侨。
（2）归侨必须是回国定居的华侨。 在国内定居

是归国华侨与国外华侨的重要区别。 因此，不论年

龄大小；何时归国都是归侨。 临时或短期回国旅游、
探亲、访友、讲学、经商、投资办企业以及求学而不是

定居者，不是归侨。 来华定居的外籍华人在恢复中

国国籍后，亦称归侨。
（3）归侨已不同于华侨，他们是国内公民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们与国内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国家保护归侨

合法的权益。 制定《保护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

更好依法保护归侨的权益。
3、侨眷 《保护法》第二条规定：“侨眷是指华

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该规定表达了侨眷的法律

特征有：
（1）侨眷必须是与华侨、归侨具有基于婚姻、血

缘或收养而形成的眷属关系，即以一定的人身关系

和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为前提。 这一规定比较以往侨

务政策的有关规定范围有变化。 1957 年，中侨委制

定的和 1984 年国务院侨办制定的两个《身份解释》
［2］文件中都规定：“侨眷是指华侨在国内的眷属”；而

“华侨回国后，其国内眷属仍视为侨眷”。 《保护法》
则第一次在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不仅华侨在国内

的眷属是侨眷，而且华侨回国定居后的眷属仍是侨

眷。 侨眷的范围较以往侨务政策的规定明显扩大。
（2）眷属关系必须是与华侨、归侨具有法定的权利

和义务的关系， 以法律已经确认的有权利和义务关系

的亲属范围划定侨眷范围。 《保护法》（第二条）确定本

法适用的侨眷范围是：“华侨、归侨的配偶，父母、子女

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3）眷属关系的变与不变。 根据 2004 年 6 月 23

日国务院颁发的第 410 号令第三条之规定：“华侨、
归侨去世后或者华侨身份改变后，其国内眷属原依

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不变”。 而“依法与华侨、归侨及

其子女解除婚姻关系，或者与华侨、归侨解除抚养关

系的，其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丧失”。
为了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国务院侨办等部门

还就从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等概念衍生出来的一

些相关概念作出了具体解释。
华侨学生 指回国学习，未在国内定居的华侨。
归国华侨学生 指从国外回来定居就学的华

侨，简称归侨学生。 不论年龄大小，就读何种学校都

是归侨学生。
出国留学人员 出国留学生（包括自费留学生）

不是华侨，他们回国后不具有归国华侨身份。 出国

留学生如已在外国定居或毕业后在外国就业，说明

他们已由原来暂住的留学生身份转变为长期合法居

留身份。 根据我国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他们具有华

侨身份。 他们回国定居后，可享受归国华侨待遇。
新移民 新移民不是法律概念，是国内借用国

际通用说法而约定俗成的称谓。国内所指的新移民，
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出境定居的中国

公民。 他们中凡以取得当地长期居留权的各类新移

民均是华侨，加入住在国国籍的是外籍华人，这些华

侨华人在国内的眷属，前者是侨眷，后者是外籍华人

眷属，在有关政策上按侨眷看待。
外籍华人 原是华侨或华人后裔，后加入或取

得住在国国籍者。
华裔 指华侨华人在国外所生子女，孙子女等

后代。 华裔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

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籍”，即采取血统原

则，认定为中国人；为了贯彻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

重国籍的原则，规定那些“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

民并定居在国外，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

有中国国籍“，即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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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裔、 华 人 和 中 国 人 在 英 语 中 都 是 Chinese.
“Chinese”一词既可表达华裔、华人，又可指中国人。
只是前者具有文化或血缘的意涵，更多的代表民族

身份和族裔，后者则含有法律身份的概念，即具有中

国国籍的公民。
此外，还有为媒体广泛使用的“海归”。 到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从 80 年代开始陆续以各种方式和

途径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以一定规模的态势回到大

陆，为深化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催化科技进步

添注了新生力量而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 对于这一

从海外登陆中国大陆的人群，从传媒开始用“海归”
（海龟）来称呼他们。 其实，“海归”原本是一个涵盖

内容庞杂而随意的称谓。 它可以指学成归国的原留

学人员；可以指已在海外取得永久居留权到国内暂

住再返回居住国的中国公民，他们的“华侨”身份不

变；也可以指已经改变国籍而后到中国创业发展的

华人，他们的外国国籍的法律身份不变。 跟着是随

“海归”广泛使用又衍生出诸如：“海带”（海待、回国

暂时待业）、“海鲜”（回国受到重用者）、“海星”（海归

中的明星）、“海狮”（海归中的大师级人物，主要指学

术权威）、“海草”（难以找到好工作的海归）、“海派”
（由海外跨国公司派遣，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

管理人员）、“海鸥”（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外国从事贸

易活动的海归）等。这些五华八门的称谓说明“海归”
是一个构成广泛而又不确定性的群体。 面对这一群

体，我们的工作会有一些新的内容和区别。 但它没

有也不可能改变“华侨”、“华人”、“归侨”、“侨眷”这

些《保护法》中基本概念的科学内涵。
（三）确认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基本内容

《保护法》的核心是国家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

益，并保护其不受侵犯。 该法第三条规定了国家对

归侨侨眷给予照顾的总原则。 “归侨、侨眷享有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的公

民的义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 ”“国家根

据实际情况和归侨、侨眷的特点，给与适当照顾，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此规定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为制定侨务政策所确定

的“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这十

六字方针的法律化、具体化和制度化。
《保护法》的第四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归侨、侨

眷享有的各个方面的合法权益：华侨回国定居的权利

（第五条）、归侨、侨眷在政治上的参政、结社的合法权

益（第六、七条）、归侨侨眷经济、财产等合法财产的确

认与保护（第七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归侨、侨眷的就业，教育

等方面的照顾和提供便利（第十四条）、归侨、侨眷与

境外亲友的往来、通讯及出境探亲、出境定居、自费出

境学习、出境讲学、出境经商等方面的权益（第十七

条、第十八至二十一条）归侨、侨眷在境外的正当权益

的保护（第二十二条），以及归侨、侨眷正当权益受到

侵害时的司法保障权益（第二十三条）。
此外，2000 年修正的《保护法》与 1990 年公布

的《保护法》比较，至少有以下三处突出的修正：一是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修改、
充实或增加了若干条款（如第十二条第二款及第四、
八、十、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

八条，新增 9 条）；二是根据维护侨益需要，确认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侨务工作机构是实施《保护法》的

行政执法主体。 第一次就中国侨联和地方侨联与归

侨侨眷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级侨联在维护侨益工作

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明确规定。 增加了侨务工作部

门的责任和作用的表述（第四条、第八条、第二十三

条）；三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侨务工作实际需要，
增加了对侵犯和损害归侨、侨眷正当权益行为的六

个方面的法律追究责任（第二十四———二十八条）。
（四）规定了《保护法》实施的有关问题

《保护法》只是规定了归侨、侨眷正当权益最基

本的方面和法律必须规定的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

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依法予以解决或明

确。 因此，《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由国务院根

据本法（《保护法》）制定实施办法，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保护

法》）和国务院的实施办法，制定实施办法，从而增加

了《保护法》执行中的具体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这一规定，国务院制定了与《保护法》相配

套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实施办法》（简称 《实施办法》），1993 年 7 月 9 日

以第 118 号国务院令颁布。 2004 年 6 月 23 日，经修

正后的《实施办法》以第 410 号国务院令颁布。 而在

此前，上海市实施《保护法》办法作为地方的侨务行

政法规已于 1992 年 11 月 27 日经上海市九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1999 年 7 月 12 日修正）。
《实施办法》是一部重要的侨务行政法规。是我国侨务

法制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实了侨务法制建设的内

容，加快了我国侨务工作走向法制化轨道。 它的制定

和颁布有力地促进了《保护法》的贯彻实施。

陈昌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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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侨务工作的经典论

述，加深了我们对施行《保护法》的认识，为实施好

《保护法》指明了前进方向

《保护法》的制定和实施适合我国国情、侨情。
它的实施使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受到法律保障，维

护权益有法可依，符合广大归侨、侨眷的愿望和要

求。 特别是 2006 年，由 3 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带队的执法检查组进行了《保护法》颁布 16 年来

的首次执法检查，促进了一批涉侨疑难问题的解决。
2007 年 8 月，中国政府重新修订和公布了《中国领

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以应对日益增多的领事保护要

求，以及近 5 年来［3］，各级侨联共向各级归侨侨眷人

大代表和侨联界政协委员提供议案和提案素材 2.4
万多件，所提议案和提案办复率逾 95%，等等。 这些

举措深得侨心、民心。
自《保护法》实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各

个重要历史时期对维护侨益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

要论述，为实施《保护法》指明了方向。 1993 年 1 月

23 日，即《保护法》施行的第三年，邓小平同志在《同

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讲话》中，把发挥华侨华

人的作用，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独特机遇，并把它同

我国大发展的机遇紧密联系起来。 邓小平同志的

“独特机遇”论确立了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根本指导思

想，成为这一时期党对侨务工作战略地位和理论实

践的纲领性总结。 自 1989 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来，江泽民同志以世界眼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把利用华侨华人智力和人才资源与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联合起来，充分肯定他们是“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宝贵资源”，进一步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现实与

未来的发展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掀起了海外华侨华

人， 特别是专业人士来华创业和为国服务的热潮。
江泽民的“宝贵资源”论，把侨务理论提高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2005 年，胡锦涛同志在接见全国侨务工

作会议代表时深刻指出：“在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侨

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开

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

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 侨务工作大有作为。 ”
2008 年 3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

会议致公党、侨联界联组讨论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

照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的要求，

最大限度地把归侨和海外侨胞团结起来，最大限度

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最大

限度地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独特优势发挥出

来。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地维护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的根本利益，以此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诚心诚意为侨界群众解难事、做好事、办实

事，让他们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胡锦涛总书

记的关于侨务工作“大有作为”论和侨务工作“凝聚

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这十六字要

求，精辟概括，赋予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工作新的内

涵，对新时期维护侨益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进一

步贯彻实施《保护法》提供了强大的前进动力。 党和

国家领导人关于侨务工作的经典论述，高瞻远瞩，精

邃典范，提升了我们对贯彻实施《保护法》的理论自

觉。 2009 年 7 月，第八次全国侨代会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 9 位常委全部到会祝贺，显示了党中

央对侨务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当前， 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重

要阶段。 环顾海内外侨情变化，新意迭出［4］：（1）海外

新移民、华裔新生代人数大增。 改革开放 30 年间，有

600 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截止 2008 年底，海外华侨

华人总数近 4800 万，分布在五大洲 1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回馈当地

社会，另一方面踊跃参政议政，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寻求落地生根。 （2）从 1978 年至 2008 年底,经过 30
年留学潮的积聚， 已经在海外形成了一个留学生群

体,他们真正成了中国联结世界的纽带。 这 30 年间，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139.15 万人 （这一人数几

乎 是 建 国 前 百 余 年 留 学 人 员 总 和 约 10 万 人 的 14
倍）。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38.91 万，他们提供着人才

支持和智力贡献， 目前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

人员有 100.24 万人。 其中 73.54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

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

学术访问等，他们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后备的新生力量。 （3）海外华

侨华人科技人才总数近 100 万， 这个群体在国际科

技舞台上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塑造了华侨

华人的新形象。 （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

国公民出境人数逐年攀升。 2004 年达 2850 万人次，
2006 年 3452 万人次， 是改革开放前 30 年总和的

120 倍。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公民出境越来

越多。 2008 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次达 4584 万人次。 出

境人数不断增多，公民在境外活动范围日渐扩大，这

统一战线经典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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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也在客观上造成中国公民在海

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新风险的几率上升。 （5）新侨乡

遍及国内各省市，各界涌现大量新归侨，与之相随的

是侨界人群剧增，加速了代际更迭。 他们的愿望和诉

求也必然趋于多样化， 他们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发

展有着很多新期待、新要求。 由此，维护侨益工作出

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 这些新的变化无疑已对

《保护法》的修正和施行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我们必须把握好侨

情发展变化的新特点，不断强化对维护侨益战略意

义的理性认识，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根本

利益。 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国内的合法

权益，切实解决好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根据他们生活在海外或具有“海外关系”这

一特点，给与符合中国国情的照顾。 汇聚侨智，发挥

侨力，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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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1 日，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举行“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专题研讨会暨五届

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统

战理论研究会会长杨晓渡出席并讲话。
杨晓渡充分肯定了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一年来

工作取得的进展。 他说，研究会紧紧围绕统战重点

工作，充分发挥广大会员作用，学术活动呈现新形

式，理论研究取得新成果，自身建设实现新突破，各

方面工作都展现出新气象。 杨晓渡指出，统战理论

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持正确的方

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刻实

践出发，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着力研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与统一战线

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着力破解新形势下统一战线

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提高统战理论研究的

科学性、系统性，为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提供有力的

理论支撑。他还要求研究会加强统战理论研究队伍

和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促进统战理论研究水平整体

提升，为上海统战事业蓬勃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市人大副主任、民盟市委主委、市统战理论研究

会副会长郑惠强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 市社联党组

副书记桑玉成就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如何进一步确立

大统战视野，关注现实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上

海大学教授邓伟志、复旦大学教授余源培、华东师大

教授齐卫平、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施南昌、台盟市委

专职副主委高美琴、宝山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

发林围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这一主

题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由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张颖主持。
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邓伟志、 奚洁人、徐

力、彭镇秋、林尚立、李琪、章念驰、曹海红，顾问赵定

玉、刘凤瑞，统战系统各单位和民主党派市委、市工

商联分管领导，市委宣传部、市社联领导，研究会理

事和会员代表等 120 余人出席会议。
（市社院 顾文浩）

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举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与统一战线”专题研讨会暨五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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