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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权或国民身份。我国不承

认双重国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国可以有选择地承认双重国籍, 进一步放宽中国海外华人绿

卡申请条件,在我国境内具有中国国籍和外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 其国籍身份以其是否出境为判定

标准,不宜承认东南亚华人双重国籍,与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在

法律上建立海外华人子女选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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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

形成了 �大进大出 �的出入境格局, 出入境政策逐步

放宽, 出入境程序也不断简化。一方面,一大批出国

留学、经商、劳务、探亲、移民的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

扎根;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吸引了

大量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经商、定居。截止到

2003年年底,改革开放 26年来中国共有出国留学

人员 70多万人。从 1998年起, 中国归国留学生每

年平均增加 13%,截止到 2003年底, 全国已有 17. 8

万留学生归国
[ 1] 83�85

。在新形势下,海外移民呼吁重

新评估中国的移民政策, 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法�, 承认双重国籍。

一、双重国籍产生理论分析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主权国家的国民或公

民的法律资格,是个人与特定国家紧密联系的法律

纽带, 也就是公民或国民所享有的与某一民族国家

主权与文化范畴相对应的身份属性、权利义务和认

同。对一个国家而言, 国籍是国家区分公民国籍属

性的法律依据,国家有权对本国国籍的人主张属人

管辖权。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国家的公民权或国民身份。在外在形式上,也

可以指一个人同时被允许合法持有两本或两本以上

不同国家的护照。双重国籍是在全球化形势下,人

员、资金、贸易、技术、通信、交通等越来越频繁,国家

外在法律身份证件 �护照 �与个人内在政治文化认

同存在矛盾甚至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双重国籍产

生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国籍立法对国籍的取得、丧失

所规定的条件不同,致使某人根据一国国籍法取得

该国国籍,同时根据原有国法律还可以保留原有国

籍。首先,由于出生产生双重国籍。一个人本国采

取血统主义原则,他在侨居国出生的子女,按照侨居

国出生地主义原则,其子女一出生就取得父母亲的

国籍和出生地所在国国家的国籍。其次,由于婚姻

产生双重国籍。有些国家规定外国人与本国人结婚

自动取得本国国籍,而当事人在保持原有国国籍的

基础上, 又获得了外国国籍, 产生了双重国籍。另

外, 入籍也会产生双重国籍, 一国公民申请加入外国

国籍,而该国并不以申请人退籍为入籍条件,该国公

民就具有双重国籍。

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国籍法�第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根

据这一原则,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籍法 �第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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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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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国

的国籍法效果,实际上以外国立法机关的意志为转

移, 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要看当地国家的法律,如果

一个中国公民在国外,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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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按照所在国出生地主义赋予该人出生地国家国

籍,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该人即自动丧失了中国

国籍。 �国籍法�第八条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

得批准的, 即取得中国国籍; 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国籍法 �第十一条规
定,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 即丧失中国国

籍。�国籍法 �第十三条规定,曾经有过中国国籍的

外国人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

籍。大多数国家不承认自己本国公民因取得外国国

籍而丧失本国国籍,例如法国国籍法规定,法国公民

不论以何种方式取得外国国籍,法国仍视之为本国

公民, 其义务、权利丝毫无增无损。

二、我国海外华人双重国籍利弊分析

拥有一国国籍的人必然享有一国宪法所保障的

基本权利,也必须承担一国宪法所规定应当承担的

义务。如果一个人拥有双重国籍, 这两个国家存在

利益冲突,这个人在维护一个国家利益的同时可能

同时损害另一国家的利益。从履行义务的角度进行

分析,一个人拥有双重国籍更容易造成混乱。也就

是说, 双重国籍的状态使其同时处于两个或多个国

家的属人管辖下,因此他必须同时承担不同国家法

律规定的公民义务。由于各国国情、传统、习俗的差

异,各国对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有不同的规定。我

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如果

另一国家并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拥有双重国籍的

中国公民是否应当履行这一义务?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依照

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光荣义务。这些义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法律都有

相同的规定,那么该公民是要履行双重义务还是优

先履行某一国家的义务呢? 具有甲国和乙国两国国

籍的公民,享有甲国和乙国两国公民特定的权利和

义务, 一旦甲乙两国发生战争, 该人对甲国的效忠就

是对乙国的背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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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 或从轻处罚,因

为在我国构成违法,在另一国家可能不构成违法,给

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这也是一些国家不承认双重

国籍的原因。

当前我国很多海外公民在国外以各种方式加入

外国国籍,而多数外国国家对加入本国国籍的非本

国公民没有双重国籍的限制。随着海外新移民的不

断增加,这些人都在外国定居, 为了在居住国获得更

好的生存发展的环境,都取得了所在国国家的国籍,

而移民国家都默许或承认双重国籍, 因此就出现了

我国公民的双重国籍身份, 在定居国他既有居住国

国籍,也具有中国国籍, 但按照我国 �国籍法 �的规
定, 相当一批人在本人不自愿的情况下,被剥夺了中

国国籍,因为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 取得外国国籍

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对以新移民为主体的

海外华人,要求双重国籍的呼声反映的是重新获得

已经失去的,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有吸引力的国民

待遇和权利。 200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各界华人华

侨座谈会上由该会与多伦多信息港进行双重国籍的

民意调查,在 1 888人中, 92. 6%参与调查的大陆移

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中国移民在承认双重国

籍的国家入籍后保留中国国籍, 即对应承认双重国

籍。中国移民、留学生在加入加拿大国籍时都不情

愿放弃中国国籍,期望中国政府对应承认双重国籍。

承认双重国籍,一是有利于大量引进海外华裔人才、

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承认双重国籍,允许中国移

民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在回国时不再需要按照外国

人入境管理办法办理签证, 有利于大陆移民的来去

自由,海外移民回国再创业, 也不再被视为外籍人

士, 可以以中国公民身份做法人代表开公司,人才回

流后的家庭安排、子女读书, 也避免按外国人对待,

在海外奋斗多年的移民落叶归根, 可以以公民身份

回归故里,将大量资金、技术带回祖国。另外海外中

国移民以公民身份来去自由, 在祖国居住履行公民

义务,还会给祖国带来大量外汇和税收。二是有利

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对承认双重国籍国家的中

国移民,允许其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可以激励中国移

民的爱国热情,吸引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祖国

建设,参加政府管理, 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事

务发表意见,为民族发展献计献策。三是有利于中

国政府依法管理海外归来人士。如果海外移民在中

国犯罪,其保留中国身份, 可以按照国内法律来审

理, 不会造成国家安全问题
[ 1] 309
。

作为国籍改革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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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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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申请绿

卡的目的是在中国的长期居留资格,扩大居留权限,

简化入境申请程序, 方便入出境。当前申请来华永

久居留的大多是具有 1 /2血统以上的华人, 对于广

大的外籍华人来说申请绿卡的门槛较高,达到永久

居留的资格身份要求也高, 且手续复杂。对海外新

移民向往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国民待遇和

权利等一系列的福利保障在我国绿卡制度上没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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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来。2004年上海市受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只

有 26人,而这个数字和上海市 6万多境外人口相

比,也只是九牛一毛
[ 1] 301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进

一步放宽海外华人绿卡申请条件, 中国海外移民因

为利益关系取得外国国籍和身份, 按照我国 �国籍
法 �规定丧失中国国籍的, 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对

中华民族认同感, 对这批人可放宽申请绿卡的条

件
[ 2]

,凡外籍华人本人申请就可获得中国绿卡, 华

人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也可获得绿卡。中国海外

华人和没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在获得绿卡的条件上

相比应更为宽松,以进一步方便出入国境。

三、有选择地承认双重国籍

198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颁布实施至

今,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国籍法 ��不承认

双重国籍�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存在。我国

要引进海外华裔人才,建立海外爱国统一战线,而我

国现行法律在办理签证、定居、人才回流后的子女读

书、创业等手续方面的规定,对中国海外移民来说仍

然十分烦琐,造成诸多制约因素而无法报效祖国,造

成国家人力、财力资源流失的巨大损失。面对复杂

的双重国籍问题,应该对 �国籍法 �不承认双重国籍

政策进行修订,灵活处理双重国籍问题,有选择地承

认双重国籍。

(一 )具有中国国籍和外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

员,其国籍身份以其是否出境为判定标准

修改�国籍法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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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硬性规定, 弹性处理中国公民双重国籍。

2003年公安部出台了户籍政策的改革, 其中 �取消

了出国一年以上人员在出国时注销户口的决定�。
其实质是对 2003年以后我国出国人员在外国取得

所在国国籍和护照的,仍然保留了中国户籍,回国后

仍然可以承认其中国国籍,保留中国国籍,应当说这

是为灵活处理双重国籍, 在法律上埋下了伏笔。对

于大多数海外华人而言, 他们在 2003年之前出国

的,户籍在出国前已经被注销的,或者原来没有中国

国籍的外籍华人,如何处理他们的双重国籍问题,可

采用我国在处理香港、澳门中国居民的国籍问题的

政策,灵活变通地处理。香港居民的国籍采取以其

是否出境为主要原则,即使香港居民取得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国籍, 上述国家也承认双重国籍

的,这些人仍然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在香港定居,对

在香港的中国居民,我国承认其拥有外国护照,承认

其外国国籍, 也就是承认了香港居民的双重国籍。

同时, 在香港和我国其他地区, 对香港居民中持有

�英国属土公民护照 �或者 �英国国民 (海外 )护照 �
的, 不作为认定其国籍的唯一依据,不承认上述旅行

证件的国籍效力, 而作为中国公民对待。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持有上述英国

证件不享有英国的领事保护权利。对我国海外新移

民的国籍认定可采用上述办法灵活处理,在我国境

内具有中国国籍和外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 其国籍

身份以是否出入境为判定标准, 在我国境内认定该

人具有中国国籍, 享有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

国承认该人的外国护照, 但在我国境内该人不因拥

有外国护照而享有外国的领事保护权。

(二 )不宜承认东南亚国家华人双重国籍

对海外华人区别不同对象,区别不同国家实行

不同的国籍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外新移民主要

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北美、西欧等西方发

达国家。但历史上我国海外移民的主体一直是闽粤

沿海省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今天 5 000多万海

外华人中,东南亚华侨华人占 80%左右。中国海外

华人国籍身份的认定,一直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

国际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历史上我国不承认双重

国籍问题是避免复杂敏感的东南亚建国问题、种族

问题、阶级问题,这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发展

的障碍。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后, 东南亚华侨继续

拥有双重国籍,必然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睦邻

关系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自身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周恩来总理在 1955年参加万隆亚

非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

了�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条约

规定,凡是同时具有中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国籍的

人,都应自愿选择上述两种国籍之一。凡是按照本

条约的规定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 即当然丧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如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的,即被视为放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我国

对东南亚华侨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是正确的, 也

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今天东南亚华侨华人依然处于

东南亚敏感的种族问题和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漩涡

中。西方国家的所谓 �中国威胁论 �、�黄祸论 �依然
阴魂未散,处理东南亚国家华人双重国籍要借鉴历

史。中国海外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自身的政治诉求

不一样,与呼吁双重国籍的北美新移民相比,东南亚

华人已经落地生根,他们中的 90%已经取得所在国

的国籍,东南亚华人经济根基在当地,对当地国家经

济有重大影响,如果对东南亚华人实行双重国籍,势

必引起当地国政府对中国的恐慌, 影响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的关系和东南亚华人的现实处境。因此,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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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中国海

外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不可能采取一个政策, 对东

南亚国家华人不宜承认双重国籍。

(三 )对等承认双重国籍

对承认海外华人双重国籍的国家对等承认双重

国籍。目前全球移民国家和发达国家几乎都实行双

重国籍或多重国籍政策, 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采取承认、默许或不特别提及的方式承认

双重国籍。因此,对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公开认可双重国籍的, 可以予之对等对待
[ 3 ]
。即

使海外中国公民获得外国国籍,在我国境内我们仍

然承认其为中国公民,这可通过外交谈判,以缔结双

边条约的方式完成。当前以移民立国的西方国家通

过双重国籍政策吸引了我国的人才资源, 我国也不

应该将海外华人排斥在国门之外。当前我国在国际

人才竞争中 �人才流失 �十分严重, 如何吸引海外华

人回国发展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我国有

条件地实行双重国籍, 必将吸引世界各地的海外华

人、技术、资金。默许双重国籍政策、对等承认双重

国籍是中国与海外华人双赢的必然选择。例如,印

度原先是实行单一国籍的国家, 2003年 1月, 印度

正式实施双重国籍政策。现在有两千万海外印度人

散居世界各地,分布在 110个国家,他们的总收入达

到 1 6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民总收入的 1 /3。他

们每年平均 140亿美元的汇款是印度最大的外汇来

源
[ 4]
。印度的双重国籍政策增强了海外印度人对

祖国的认同,成为吸纳海外印度人回国投资的强大

推进器。印度的双重国籍政策应该说给了我们很大

的启示。

(四 )建立海外华人子女选籍制度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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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

的,不具有中国国籍。这否定了海外华人子女的国

籍选择权,因为该子女中国国籍的剥夺是建立在被

动取得外国国籍的基础上, 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

我国不应否认海外华人子女中国国籍, 对于海外华

人子女的双重国籍, 在法律上建立海外华人子女的

选籍制度
[ 3]

,选择国籍是公民的权利。著名国际法

学家李浩培指出, 声明放弃国籍是解决双重国国籍

问题的一种制度。它的作用是使兼有内国国籍和外

国国籍的人,由于向内国主管机关提出放弃内国国

籍的声明而丧失国籍,从而使这个双重国籍人此后

只具有外国国籍。葡萄牙�民法典 �第 18条第 2款

规定: �出生在境内人, 其父亲是外国人者, 是葡萄

牙国民,除非该人在达到成年时或成为自己行使权

利人时,以自己的名义声明, 或在未成年时通过其法

定代理人声明其不愿成为葡萄牙国民。�葡萄牙民

法典规定通过声明不愿成为葡萄牙人而丧失葡萄牙

国籍
[ 5] 108
。

通过订立双边条约是海外华人子女选择国籍的

途径。我国和印度尼西亚 1955年解决双重国籍问

题的条约是范例。条约规定,年满 18岁就有权选择

国籍,向条约规定的主管机关选择了一个国籍后,就

丧失了另一国国籍。对于未满 18岁没有国籍选择

权利的人,条约规定在成年后的一年内有权自行选

择国籍。如果他在这个期间并不行使选择权, 则他

仍然保留成年前条约为他保留的那个国籍。这个儿

童所保留的国籍, 是他的父母双方或父方按照条约

规定所选择的国籍。如果他同他的父亲没有法律上

的关系,或者他的父亲在选择国籍前已去世,或者他

的父亲国籍不明, 则他保留他的母亲按照条约规定

所选择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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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the Recognition ofDualNation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M IN Jian
( Jiangsu Po lice Institu te, Nan jing 210012, Ch ina)

Abstrac t: Dua l nationalitym eans a person owns two orm ore than tw o citizensh ip. Ch inese are no t a llowed to have dual nationa lity. But

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soc iety, dual nationa lity can be perm itted appropr ia tely in our country and the restr iction on green card ap�

p li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is a lso further re laxed. China shou ld m ake appropr iate adaptations to the recognition of dual na tiona 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d iffe rent ways and establish the sy stem o f nationality�se lec tion for the ch ildren o f overseas Ch inese i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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