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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双重国籍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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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近来双重国籍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保护华人华侨的利益, 采取了不承

认双重国籍的政策。现在各种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中国的国籍政策应该与时俱进加以适当改革, 可采取不再

取消中国国籍的模糊政策,双边对等承认以及施行中国 �绿卡 制度等折中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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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籍和双重国籍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

的法律资格,是公民与特定国家紧密联系的法律纽

带,国籍的取得和认定必须依据特定国家的国籍法。

公民取得国籍一般有出生和入籍两种方式。根据出

生取得的国籍成为原始国籍,或者称固有国籍、出生

国籍; 根据其他方式取得的国籍称为继有国籍或者

获得国籍。因出生而取得国籍,目前国际上采取血

统制和出生地制两种原则。采用血统制原则的国

家,子女的国籍必须跟随父母双方或者一方的国籍。

采用出生地制原则的国家,不问父母的国籍,子女出

生在该国就自动取得该国的国籍。入籍则是指外国

人或者无国籍者按照某个国家的法律规定, 提出申

请, 经批准后取得该国国籍。另外还可以通过结婚、

收养等方式获得该国国籍。

双重国籍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

国家的国籍。由于国籍的确定原则属于国内法问

题, 而各国国籍法的规定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往

往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国籍冲突。一个人同时

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籍, 这种情况被称

作是国籍的积极冲突; 也可能出现一个人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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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国籍, 这种情况被称作是国籍的消极冲突。

例如, 采取血统原则国家的公民,在采取出生地原则

国家所生的小孩, 就同时具有两个国家的国籍。反

之,采取出生地原则的国家公民,在采取血统原则的

国家所生的小孩,则不具有任何一国的国籍。显然,

国籍的积极冲突导致了双重国籍问题的产生。

二、历史上中国的国籍政策

我国的国籍政策在时间上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二个阶段是新中

国成立之后到现行国籍法颁布之前, 第三个阶段是

现行国籍法颁布至今。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产生过三部国籍

法。中国第一部国籍法是由晚清政府于宣统元年闰

二月初七,即 1909年 3月 18日颁布的 #大清国籍条

例 ∃。第二部是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 #中华

民国国籍法 ∃,该法于 1914年修订后重新颁布。第

三部是国民党政府 1929年 2月重新修正的#中华民
国国籍法∃。从清朝到民国这期间制定的三部国籍

法,基本共同点是遵循 �以血统主义为主要, 以出生

地主义为辅助 的原则,对于 �数世不归 的华侨,继

续保留其中国国籍, 即所谓 �冀其后裔绵延, 无论若

干世纪,仍属中国国籍  [ 1]。这三部国籍法都是承

认双重国籍的。主要原因和目的是为了争取广大华

侨华人的帮助和支持, 并以此体现出在外交上的主

权和维护本国侨民的利益, 同时也有中国数千年来

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于双重国籍

的态度又可以以 1955年为分界线。新中国成立之

后废除了旧的国籍法,但没有立即颁布新的国籍法。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当时国际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

下,我国在国籍政策上基本是继承了国民党对华侨

的权利与义务,以血统主义为原则,所有海外中国人

都是中国的国民,都应当首先对中国政府尽义务。

1955年 4月,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在印尼的万

隆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 这标志着中国从此

采取了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随后, 中国又根据

这一政策相继与尼泊尔、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等邻国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
[ 2 ]
。

第三个阶段,在总结建国 30多年以来我国政府

处理国籍问题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上其他主要

国家的国籍法和相关国籍问题的国籍条约的规定,

我国于 1980年 9月 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

过现行有效的国籍法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国

籍法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该法重申了

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原则,也为我国政

府处理国籍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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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规定: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

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 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

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 本人出生时即

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第九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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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因

我国对于双重国籍问题态度的转变和对此问题

有着如此严格的规定, 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

20世纪 50年代初, 中国在海外的华侨约有 1200

万, 其中 90%以上聚集在东南亚各国, 而海外华侨

中具有双重国籍者超过半数之多。如泰国 350万华

侨,具有 �双重国籍  的约 230万; 新加坡及马来亚

联合邦 341万华侨, 具有 �双重国籍  的约 200万以

上; 印尼 280万华侨, 具有 �双重国籍  的约 150

万
[ 3]
。当时国际上冷战气氛浓烈, 西方国家千方百

计的想孤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不断利用华侨的双

重国籍问题挑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导致一

些国家不了解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政治上认为

在本国的华侨是中国共产党派来搞革命、搞颠覆和

搞武装夺取政权的, 是 �潜在的北京第五纵队  , 各

国领导人害怕共产主义在本国蔓延;在经济上,由于

善于经营的华侨很快填补了殖民者留下的空当, 一

定程度上挤压了该国土著居民的经营空间和经济利

益。 20世纪 50∀ 60年代印尼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出现了封闭爱国华侨的报馆、社团、学校等现象, 发

生了反华、排华运动,使得在这些国家的华侨受到了

歧视和迫害。面对这样的局势, 解决海外华侨的双

重国籍问题,如何妥善处理华侨和当地政府的关系,

就成为了新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维护海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保障他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是为了能搞好周边国家之间的

关系与缓和矛盾, 使新中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国际

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开始在国籍政策上做了变化。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对华侨的讲话中指

出: �作为华侨的就不是缅甸公民, 应该有华侨的态

度, 侨民应该不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只是侨民内部

和缅甸人民来往是可以的,但不参加政治活动,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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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政党、选举, 缅甸的一切政治组织, 我们都不

参加, 这是应该分开的一个界限。 [ 1 ]
对于一些国家

关于华侨是中共的输出革命的怀疑, 1951年 7月,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有关侨务工作的会议上, 就议定

了 �使领馆只领导华侨事务, 不搞华侨运动  , 要求

华侨 �只做公开与合法的援助祖国的工作, 不应进

行颠覆当地政府的活动 这一原则, 还制定了解散

华侨中的中共组织、商请各民主党派解散在华侨中

的组织、在华侨中不发展党派组织等。 1956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在会谈中特别指出 �在

华侨中间,我们不发展党派组织,因为这样容易引起

误会。他们如果要参加,可以回国去参加。已经加

入柬埔寨的中国人, 更不应该参加华侨的同乡会和

其他的华侨团体组织。 [ 4]这一系列的措施以及前
文提到的 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印尼政府签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

题的条约∃, 对当时东南亚的华人免遭排挤和迫害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体现了中国的诚意,消除了

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担心, 逐步改善了同东

南亚各国的关系。同时也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互信互惠友好发展的途径, 为新中国睦邻友好的外

交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现阶段承认双重国籍的利弊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

大,随着移民跨国流动的日益频繁, 一方面, 中国有

大批的出国留学、经商、劳务、探亲和移民的公民在

世界各地扎根定居;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吸引了大量的海外留学人员

回国就业、经商、定居。在这样新的情况下, 许多海

外华侨华人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要求中国修改 #国

籍法∃, 承认双重国籍以应对新的形势。那么中国
对待双重国籍问题应该何去何从? 下面我们就承认

双重国籍的利弊作些必要的分析。

(一 )承认双重国籍之利

1. 承认双重国籍可以大量吸引海外华裔人才、

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大量的出国留学人

员和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

源。尽管现有的政策已经给予他们在出入境、在国

内居住和旅行多方面以便利,但是不具有中国国籍

仍然是限制他们进一步更好的为国服务的一个主要

障碍。承认双重国籍有利于他们自由方便的回到中

国,有利于中外贸易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他们

长期为祖国做贡献。

2.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促进祖国统

一。允许海外华人保留中国国籍, 一方面可以使得

海外华人胸怀祖国,名正言顺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去维护祖国的利益, 有了国籍这一法律形式

的确认,更加能牢固海外华人与祖国间的感情维系,

不仅可以加强海外华人间的, 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

的团结,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3.有助于中国政府依法管理国外归来人士。国

外归来人士因为身份特殊,如果在国内违法犯罪,同

时又具有中国国籍,便可以按照中国国内相关法律

予以审理,不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国家与归来人士的

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

4.拥有双重国籍,符合大多数海外华人的要求,

中国人有着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的传统思想,给予他

们中国国籍从情感上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二 )承认双重国籍之弊

1.拥有一国国籍的公民享有一国法律规定和保

障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国法律规定应当承担

之义务。如果拥有双重国籍, 并且这两个国家的利

益存在冲突, 那么行使权利的时候难免会有偏差。

在履行义务方面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风

俗、传统各有不同, 可能在一国属于义务在另外一国

并不是公民应当遵循的义务。

2.如果承认双重国籍, 将使得中国与相关国家

在对待这些拥有双重国籍者的管辖权和保护权上产

生冲突和不必要的矛盾。从法律上讲,中国公民拥

有双重国籍可能使其规避我国法律制裁,或从轻发

落, 因为各国法律量刑不同, 这样就可能给不法分子

以可乘之机
[ 5]
。

3.虽然 50∀ 6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双重

国籍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各国这些年来排华、反

华运动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海外华人数量庞大,

国籍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外交关系中的敏感点, 如果

承认双重国籍将再次引起东南亚各国的猜疑和警

惕, 不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容易诱发外

交隐患,同时也不利于广大的海外华人华侨在所在

国的生存环境。

五、现阶段中国对于双重

国籍的处理方法

� � 几十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不承认双重国

籍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因素,但也应该看

到, 我们的这个政策是受到当时国际历史条件的限

制、是为改善国际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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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之后,尤其是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全球性的

人才、技术、经济流动日益频繁,我国的国籍政策有

一定的局限性, 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需要。是

否要改变我国的现行国籍政策,承认双重国籍的合

法性是一个热点话题。国籍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待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是否要改, 如何改都不是

可以简单决定的事情,都需要结合我国现今的国情、

民情、邻国关系、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 要谨慎为之

权衡利弊。与其简单的采取承认或不承认的办法,

不如采取一种折中路线, 在保证主权的前提下逐步

灵活地调整双重国籍政策。具体可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采取不再取消中国国籍的做法。在修订国

籍法的时候可以借鉴和参考他国的做法, 不再明确

表示承认或不承认双重国籍, 采取模糊政策。实际

上中国政府已经放宽了对户籍的限制。 2003年 8

月 7日,在公安部公布的新的七项户籍管理便民措

施中规定: �取消出国、出境一年以上的人员注销户

口的决定。 
[ 1]
这条实际上是为广大出国人士合法

的保留了中国国籍。

二是采取双边对等的方法。承认双重国籍已经

成为国际上的一种趋势和潮流,按照各个国家对待

双重国籍问题不同的政策和态度, 与之签署相对应

的条约。对于东南亚各国, 我国可以暂缓或者继续

坚持不承认双重国籍。对于那些承认双重国籍的国

家,加之在该国的广大华人有强烈的要求,我国可以

采取对等方式承认双重国籍,比如加拿大与新西兰。

三是施行中国 �绿卡  制度。相对于改变和修

订国籍法, 与外国进行外交双边协定和谈判, �绿

卡 制度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灵活性。2004年 8月 15

日公安部和外交部联合出台了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

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建立了中国的 �绿卡 制度 [ 6]
。

这是我国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一项重大措施。根据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 主要受理

范围是对中国经济建设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和投靠亲

属的人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绿卡  申请的门槛
太高,以至于到目前为止批准的数量极少。因此,应

适当放宽申请条件,加大对那些希望回国发展的海

外华人、华侨的吸引力。

总之, 中国现行的国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原

因。随着世界一体化,海外移民也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如何适应新形势,处理好海外华人与祖国的关

系, 如何在保障祖国利益的前提下照顾到海外华人

的切身利益,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祖国的建设中来,中

国应当灵活处理双重国籍问题,以适应当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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