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重国籍问题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6年11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轻型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14193438
丛书名：凤凰文库�智库系列



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探讨双重国籍，同时在研判如何更好地保护海外侨胞利益者这一相关问题的基
础上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本书认为，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双重国籍政策时，必须注意以下五条原则，即主权原则、
自愿原则、对等原则、灵活原则和渐进原则。

本书建议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分三步骤或三个阶段来进行。（1）设立“侨民证”和“华裔
证”，以便明确身份。（2）将两证合而为一，从而确立海外侨胞的统计数。（3）正式
实施双重国籍政策，采取对等承认的原则。三个阶段的各自实践期间将分别有身份申请
、身份认证、发证、政策实施过程。与此相配合的将有调查研究、意见反馈和成果检验
，并辅之以政策检讨和修订过程。

 

内容简介

在人才、技术和资本全球流动日益加速的情况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如何看待
和处理双重国籍问题，如何改善既有的法律更好地保护海外公民的利益，已成为中国政
府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也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热烈的讨论和关切。本书通过
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与理论探讨，以双重国籍及由此衍生的海外侨胞权益保护等问题
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学术界对于双重国籍问题研究的*成果和其他
国家实施双重国籍政策的现状趋势，并对中国政府处理相关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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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李安山）
中国政府从1955年宣布放弃对双重国籍的承认以后，国外华侨有一个从彷徨到改变、从
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仍有所表现。中国政府既不愿为双重国籍的困境而得罪
邻国，又不愿放弃千百万侨胞，因此往往使用模糊性词语如“华侨华人”“海外侨胞”
“海内外同胞”等。这种情况是社会现实复杂性使然，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学界有直
接影响。虽然“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移民”逐渐重合，但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与双重国籍、海外侨民等问题
直接相关的国际移民正在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日益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国
际移民的新趋势。2016年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特别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以
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的申请。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第165
个成员国，开启了参与国际移民合作的新篇章。

中国政府从1955年宣布放弃对双重国籍的承认以后，国外华侨有一个从彷徨到改变、从
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仍有所表现。中国政府既不愿为双重国籍的困境而得罪
邻国，又不愿放弃千百万侨胞，因此往往使用模糊性词语如“华侨华人”“海外侨胞”
“海内外同胞”等。这种情况是社会现实复杂性使然，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学界有直
接影响。虽然“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移民”逐渐重合，但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

社会科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刺激着社会科学研究，使其在论
题、内容、概念和观点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由于国际移民的持续增加，以联合国为代
表的国际组织不断拓展其机构与功能，例如，2000年联合国正式确定12月18日为“国际
移民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2003年成立“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CIM）等。一些学术概念和理论观点或重新讨论，或应运而生，诸如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流散族群（diaspora）、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跨国共同体(transnational
community)、弹性公民 (flexible citizenship)等。

由于中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双重国籍的现象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虽然对这一
现实问题有所察觉，也一直在思考和实践适时应变的政策，但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
和民众，对于那些在国外创业或打拼而正在申请或已经得到定居国国籍却又不愿意失去
中国国籍的人尤其如此。这样，一方面出现了中国驻外机构对双重国籍身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现象，另一方面从1999年起即不断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尽快撤消“不承认
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规定，并指出了双重国籍问题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为了研究双重国籍与海外华侨华人权益保护的问题，中国侨联设立了2014-2015年度“双
重国籍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特别委托课题，交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咨询专家李安山负责。李安山在接受这一课题后组织了研究团队，团队由中
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路阳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和硕士生田欣组成。这一课题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贯通，



将理论探讨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课题研究终于有所成果。这一著作
即是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一是“主体认同”和“客体认同”。主体认同指移民是否愿意认同自己的华侨华人身份
，主体认同牵涉到华侨华人的切身利益和文化归属。客体认同指华人群体以外的社会（
特别是主流社会）是否将某一社会成员作为“华人”看待。

三是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认同程度有关的“时间差”和“距离比”。“时间差”指迁出
时间与主体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移民时间越久远，主体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较小。“
距离比”指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较近，主体认同的可能性较大。当然，这并非绝对
。

我们认为，华侨华人的权益保护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习近平主席将“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运用于国际政治之中，力图将世界各国人民整合为一个追求共同理想的整体，华
侨华人的切身利益更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双重国籍政策时，必须注意以下五条原则，即主权原则、
自愿原则、对等原则、灵活原则和渐进原则。

课题组在此感谢中国侨联的信任和委托。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从现实
来看，日益增
多的华侨华人将双重国籍这
一敏感问题提到前台。习*主席将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运用于国际政治之中，力图将世界各国人民整合为一个追求共同
理想的整体，华侨华人的切身利益更值得我们关注。

本书就在现行政策框架下政府如何逐渐修订
60年以前制定的有关国籍的规定，适时制定应对措施和政策，以更好地保护海外侨胞的
利益，提出了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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