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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开双重国籍，有弊无利
陶正华

摘要：华资、华人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放开双重国籍对其没有大的好

处。特别的，如果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大部分都持有英国国籍、美国绿卡，反而

有损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安宁、祥和，

不放开双重国籍，鼓励华人在当地安居就业，虽不是最优选择，却现实而明智；

若为人才流动，可原则不动，政策微调。

问：有人认为放开双重国籍，能给个人的生活、工作提供便利，可以进一步

吸引国外人才回国效力，您怎么看？

答：一些人呼吁放开双重国籍，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就是这对个人的生

活、工作有很多便利之处。我接触过很多人，他们在取得了外国国籍之后还要求

保留中国国籍，主要是为了生活、工作方便，比如说回国之后，可以不再办理签

证，可以不要交签证费，小孩子上学有保障。另外一方面，出国的时候，有外国国

籍，则会少去签证所花费的时间。

这些便利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严格说起来，从经济上讲，放开双重国籍

实际上对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好处，因为很多华资、华人由于拥有外国国籍身

份，在中国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如果骤然变成内资、内地公民，这些优惠就都

没了。首先从公司角度来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进的外资中约2/3都是华

资，这些华资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我们也给予

这些外资极大的优惠。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给外资的土地不要钱，免收若干年的

所得税，减免各种营业税收，等等，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超国民待遇的。最明显

的，以前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高出外资企业一大截，这明显有利于外资企业发展。

如果放开双重国籍，大家都是内资企业了，这些优惠不就没有了嘛。虽然现在内

外资所得税率统一于25%，但仍然有若干外资企业能够享受15%的待遇。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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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来的华资企业主来说，即使获得中国国籍身份，也不一定有好处。另一方

面，我们从个人所得税角度来看，目前涉外人员个税的起征点是4800元，而国内

公民的起征点是2000元，这种内外人员个税起征点的差异是我们为了吸引外籍

人员到中国创业设定的优惠政策。试想，如果很多华人都变成中国国籍，这样的

优惠不就没有了吗？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双重国籍人的境遇更加困

难。比方说我这个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取得了美国国籍，我的中国国籍也继续保

留，我后来又到法国去了，又申请了法国国籍，那么我就是三重国籍了。这样对我

有好处吗?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要服兵役吧，如果中国要求你服兵役，美国、法

国也这么要求，到时候你怎么办？这些国家要能和平共处还不是个问题，一旦这

些国家之间打起仗来，你该如何自处？这里有个比较显著的例子，二次世界大战

的时候，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日宣战，随后马上就把原来出生在日本，后

来加入美国国籍的所有人圈禁起来，为什么？怕他们向日本政府告密、通情报。

如果这帮人回到日本会有好的待遇吗？日本政府又会想，这些人从美国回来是不

是专门来窃取情报的？自然也不会善待这类人，在这种时候这类人的处境就特

别艰难。

还有些人认为，放开双重国籍，有利于吸引人才回国效力。其实这个情况需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建国初期，国家经济不好，各项事业还有待建设，但还是

有很多像钱学森一样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心系国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

建设，这种人我很佩服。但是现在大量人才回国，我并否认在情感上也有他们爱

国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现在中国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多了，自己开创

事业的空间更大了。在国外，无论是华侨还是华人，发展前景其实都比较小，无

论在德国、美国、日本等，你要想融入主流社会、往上流动很困难。在国内就不

同，自己做个事业，当个老板，怎能与在国外替别人打工可比呢？因此，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有很多人才回国效力。

问：有人认为放开双重国籍，允许中国移民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可以鼓励他

们以主人翁姿态来维护中国的利益，这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民族发

展献计献策。您怎么看？

答：放开双重国籍，就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其实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

了。以前从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代会向往中国，还有很深的民族情愫，但二代基本

上就比较淡漠了，到三代以后，除了肤色以外，已经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了。严格的

来说，如果一个人同时是美国国籍、中国国籍，在美国就整天讲中国是如何如何



54

2009年第10期

的好，美国政府拿这种人是很头疼的。反过来，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某演员，

拿了英国国籍，整日在中国说我在英国如何如何，国内的人会如何看他呢？人们

肯定会认为如果有点风吹草动，这种人肯定是墙头草两边倒。

最近炒得很厉害的就是某些著名演员拿了外国国籍还在中国混，特别是某

个加入日本国籍的女演员还说：我还是爱国的。后来网民把她批了一通，当然这

其中有些非理性的怒气，但仔细琢磨其中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你说爱国，体现在

什么地方呢？国籍都不要了，你怎么还能称爱国？如果真爱，那么对第二个国籍

的国家来说就是不忠，如果不是，那就是作秀，是对母国的不忠。当然，泛泛地讲

“我爱中国”是可以的，很多老外也可以说“我热爱中国”，“我喜欢中国”，但这

都不能当真，更谈不上用这个来增强民族凝聚力。

相反，如果让这样的人占有国内大量资源，大家服不服？反而，这还会对民

族凝聚力有所损害。为什么？几年前，加拿大总督米歇尔·让为什么会宣布放弃法

国双重国籍？试想一下，如果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都有外国国籍、都有美国绿

卡，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能够马上跑到国外，那么老百姓会问：这些人

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啊？这就让民众有些疑惑了。同时这还给人们很不好的示范

效应：要想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员，就必须到国外去搞张绿卡。如果我们的精英

阶层就是这样，试问，我们拿什么来凝聚我们的民族？

当然也有很多人出国，加入外国国籍，只是为了生存、就业的需要。比如我

现在到德国去了，要找工作，但是由于我的身份有所局限，不能不加入，那这只

能说比较无奈吧。这样情有可原。

    

问：中国当年制定《国籍法》禁止双重国籍的时候，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现

在50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是否应该考虑调整双重国籍上的规定呢？

答：恢复双重国籍，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对中国政府是绝对有弊无利，没有

一点好处。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华人在海外分布非常广泛。在东南亚国

家，华人依然占据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在泰国、缅甸、印尼等国家更是

这样。1998年印度尼西亚为什么反华？才过十年，殷鉴不远。华裔居民受到大规

模虐待、杀害，华人所拥有的公司、超市、工厂被砸毁、抢劫，华人妇女惨遭轮

奸、焚烧……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排华政策一直未变，华人尽管控制了这些国

家的经济命脉，但却一直没有一个华人政党，没有一个代表华人利益的政治组

织。印尼的华人虽然也属中华民族，但是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不能对

其行使管理权。同时，中国政府历来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旗，主张不干涉

他国内政，并以此建立了自成一格的政治理论体系。倘若贸然干涉，将使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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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处境颇为尴尬。抛开各种原因不说，最根本的还是国家影响力和实力不

够。更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付国内诸多事务还忙不过来，还谈何保护全球华

人的共同利益？因此，此时贸然放开双重国籍，如果再次发生排华事件，中国政

府怎么办？想保护又没有那个实力，不保护，又对国内外华人无法交代，两难境

地。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以后不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了，看看

去年的西藏暴乱、今年的新疆暴乱，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还远不是想象的

那样安宁、祥和。

就目前的条件来说，保持国籍的现状，让华人在当地安居就业，融入当地社

会，虽然算不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却也是无奈的明智之举。如果我们贸然恢

复双重国籍，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将会是什么？国际舆论说不定会骤起，这是中国

政府的别有用心，这是称霸世界的重大举措，中国威胁论是否又会在国际舆论中

铺天盖地？当然我们自己不会这么想，但是外国政府特别是东南亚一些政府不

可能不这么想：“过去，你为了避免不利影响，想要团结我们，把这个废了，现在

又要翻过来，哦，你原来的是假的，现在这个是真的，背后有什么目的？你说你为

了发展经济，我能相信吗？这么多华人在我这个国家，会不会是个定时炸弹？”

所以，我认为，骤然改动《国籍法》，改变其根本原则不可行，但是我们却可

以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微调。回国签证、回国后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等问题可以

给予本国居民相等或相似的待遇。原则不动，政策微调，同样可以达到方便人才

流动的效果。

（责任编辑：邓守亮*）

* 本文据邓守亮访谈录音编辑而成，未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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