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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摘法的愈义

国籍法是区别谁是本国人
、

谁是外国人的法律依据
。

它对于确定居民对国家的不同关系

和不同的法律地位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国籍法和其他法律一样
,

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

任何国家都拥有一定的领土和定

居其上的人民以及对领上和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机关
。

可见
,

各个国家制定国籍法
,

以确

定谁是它的国民
,

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存在和利益
。

然而
,

在封建社会时期
,

由于封建割据制度

的闭关自守性
,

以及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

这种关系往往超越了个

人对国家的隶属关系
。

一般说
,

封建国家当时并不十分重视国籍法的制订
,

我国直到清朝末

年才制订了第一部国籍法
。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
,

随着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割据状态的消灭
,

个人对国家的隶属关系才显示出重要性
,

国家开始把重要的权利和义务赋予它的人民
,

例如十

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
,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征兵制
,

把服兵役作为国民的天职
,

为此
,

就

有必要规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
。

法国在一七九一年的宪法文件和一八O 四年的民法

典中都载明关于法国国籍的规定
。

资本主义经济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

各国间交往 日益增加
,

人口流动频繁
,

由国家制定国籍法
,

以区别本国人与外国人享受不同的政治权利
、

民事权利和

承担不同的义务
,

以及保护在国外的侨民就成为十分必要
,

各国普遍在宪法
、

民法典或单行法

中制订了关于国籍的立法
。

国家根据国籍法赋予个人以特定的国籍
,

意味着个人与国家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法律关系
,

这种法律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 ( )l 管辖权 : 个人处于国家的属人优越权支配之下
,

即国家对

本国人的最高统治权
。

个人对国家负有效忠的义务和享有外国人不能享有的权利
、

承担外国

人不能承担的义务 ; ( 2 )保护权
:
个人在国外享受国家的外交保护和回归自己祖国的权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制定和颁布
,

在我国法制建设上是一件大事
,

对于促进我国的

四个现代化能发挥直接的
、

积极的作用
,

例如对于我国派往国外学习工作的专家和留学生的外

交保护 : 对于支援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技术人才的引进 ; 对我国在国外的广大华侨的正当权益的

保护
,

以及当他们遭受迫害时对他们的支援和外交保护 ;对于解除东南亚邻国的疑虑以建立睦

邻合作关系 ;对于反对民族分裂活动
、

保护我国国家主权以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和争取一个和

平的国际环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我国《国掩法》的科学甚础

制定国籍法属于一国的主权范围
,

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

一九三O 年《关于国籍法抵触

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 》第一条规定
: “
每一国家依照本国法律断定谁是它的国民

,J ,
’

可见
,

决定

谁是该国的国民是各国国内法解决的事
。

这个原则在常设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和国际法院的



判决中都得到了确认
。

例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 日国际法院对列支敦士登政府诉危地马拉政

府
,

请求发还诺特包姆 (N ot et bo mh )的财产并赔偿损害一案的判决中指出
“
国籍属于国家的国内

管辖
” , “
国际法让每个国家规定关于它的国籍的赋予

” 。 ①

国籍法虽然是国内法
,

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是该国的主权
,

但它在调整国籍这一特定的法律

关系时
,

又与国际法产生必然的联系
,

也就是说
,

国籍法应该符合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和惯例井

在实施中得到有关国家的承认
。

一九三O 年《海牙公约》第一条声明
,

国籍法虽系本国法律 (国

内法 )
,

但
“

此项法律如符合于国际公约
、

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承认关于国籍的法律原则
,

其它国

家应予承认气

可见
,

制定国籍法属于一国的主权范围
,

这一原则的例外就是如果某国制定的国籍法违反

了国际公约
、

国际习惯或各国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
,

国际上对于这种国籍法可不予承认或

拒绝予以适用
。

例如巴西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

十五 日居住在巴西境内的外国人应被认为是巴西人
,

除非该外国人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六个月

内向巴西主管官署声明其不愿取得巴西国籍的意见
。

法国塞纳 民事 法院对马 端
·

于尔 曼

和南当
·

于尔曼诉检察官一案的判决认为 : “
有关的 巴 西法律规定是轶 出 国 际 共 同法 的

规定的……除了在巴西以外
,

在任何其他地方
,

都不可能会根据巴西法的事实
,

而且违反马

端
·

于尔曼的本国法
,

而把他认为是在一 / \ /、九年成为巴西人…… 夕。 ②

我国颁布的《国籍法》既总结了解放以来处理国籍问题的实践经验
,

又参考了世界主要国

家的国籍法和一般法律原则
。

如对国籍的取得和丧失分别采取了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结

合的原则与一人一个国籍的原则
,

在入籍和出籍的问题上则采取自愿申请的原则
,

这些都是关

于国籍的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法一般原则
,

可见
,

我国的《国籍法》 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

是应

当肯定的
。

我国《国特法》的主耍特点

我国的《国籍法》有两个主要特点
,

一是体现了法律的延续性 ;二是符合于国际社会解决国

籍冲突的趋向
。

一
、

体现了法律的延续性

我国自建国以来
,

虽然没有颁布过国籍法
,

但并不是没有处理国籍问题的经验
。

解放以来
,

党和政府在处理国籍问题上作了有关的内部规定
。

再从早期我国的历史看
,

关于国籍的立法
,

始于清朝末年
,

即宣统元年 (一九O 九年 )公布的《大清国籍条例》
。
民国初年

,

参议院拟订《国

籍法》于民国元年十一月公布
,

民国三年加以修正
,

更名为《修正国籍法》
,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

府颁布了经过修订的《国籍法》
。

我国《国籍法》在制订时是考虑到这些历史背景材料的
。

例如

第十七条规定
: 严本法公布前

,

已经取得中国国籍的或巳经丧失中国国籍的
,

继续有效
” 。

这项

条文说明我国《国籍法》承认了法律的延续性
,

没有割断历史
,

这样更能符合我国国情
。
又如对

国籍的取得
,

采取了以血统主义为主
。

第四条
: “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

,

本人出生在巾

国
,

具有中国国籍
。 ”
第五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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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两条规定反映了我国民族的固有传统
。

我国在历史上一向采取血统主义
,

这是我国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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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法
。

一九 O九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规定
,

凡是从中国父亲出生的人
,

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境内
,

均属中国国籍
。

一九二九年《国籍法》关于
“
固有国转的取得

” ,

同样采

取了父系血统主义
。

可见
,

我们现在的规定与过去是一致的
,

即凡是从中国父母出生的人
,

无

论生在国内或国外
,

即使在国外是经过几代的中国人的后裔
,

都具有中国国籍
,

这条规定可以

保持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家庭
、

民族特点
,

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

我国的《国籍法》在继承

这一原则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
,

在适用血统主义时采取父母双系血统主义
,

体现了社会主义国

家男女平等的原则
。

我国的《国籍法》体现了法律的延续性
,

这个特点是我国法制建设上的重要实践
,

是从实际

出发的
、

科学的态度
,

符合马克思主义批判— 继承— 创新的辩证原则
。

二
、

符合于国际社会解决国籍冲突的趋向

一九三O 年《关于国籍法抵触若千问题的海牙公约》对双重国籍和无国籍是主张努力消除

的
,

这是海牙公约中突出的一个问题
。
公约声明

: “
深信使得各国公认无论何人仅有一个国铬

实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 ; 因此承认人类在这一领域内应努力向往的理想 是消灭 一 切 无国

籍及双重国籍的现象
” 。

按照常情
,

每个人都应该只具有一个国籍
,

双重国籍和无国翰的产

生是由于各国根据 自己的情况
,

采用不同的立法政策和原则
,

造成各国国籍法冲突的结果
。

导

致双重国籍的情况有两种
,

一是在 出生时发生的国籍抵触情况 (称为国籍的积极抵触 )
:

( 1 )子

女由于父母双方的国籍不同
,

而父母的国籍法又都适用血统主义原则造成子女的双 重 国 籍
。

( 2) 出生时由于父母侨居国外
,

双亲国籍国采用血统主义原则而侨居国却适用出生地 主 义 原

则
,

因而造成子女的双重国籍
。

二是在出生以后发生的国籍抵触情况
。

往往由于与外困人通婚
,

各该国又采取不同的立法原则而导致双重国籍 ;或者由于收养外国子女
,

因各该国采取不同的

立法原则
,

可能导致双重国籍
。
造成无国籍的原因也有两种

,

一是在出生时发生的国黔抵触

(称国籍的消极抵触 )
,

由于父母双方均无国籍
,

而出生地国又采取了血统主义原则而造成该子

女无国籍 ;或者由于父母双方国籍不同
,

而子女又出生在第三国
,

由于三个国家立法原则不同

也可能导致子女的无国籍
。

二是在出生以后发生的
,

可能由于一国国民拟移居国外
,

由于申请

取得了出籍许可而丧失本国国籍
,

但根据移居国法律
,

尚不具备人籍条件而成为无国籍人 ; 或

者与外国人通婚
,

由于两国国籍法的不同规定
,

而成为无国籍人
。

可见
,

双重国籍和无国籍的产生都是由于各国国籍法冲突的结果
,

而双重国籍无论对个

人
、

国家都是无益的
,

例如牵涉到双重国籍人到底对哪一国效忠的问题
,

特别在战争时期
,

如果

双重国籍人的两个国籍国成为交战国
,

将使这个人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
此外

,

对于双重国籍人

在这两个国籍国中的外交保护也是个难于处理和易于引起国际争执的问题
。

无国籍人则更不

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
,

若被驱逐出居留国时
,

则没有法定的国家予以接纳
。
因此

,

消

除双重国籍和无国籍现象
,

确实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
。

我国在国外的华侨有二千二百五十万人
,

遍布世界各国
,

自唐代开始
,

就有人移居国外或

经商
、

或作华工
,

绝大多数 (约二千一百万人 )集中于东南亚地区
,

这些国家过去都是英
、

美
、

荷

等国的殖民地
,

其国籍法均采取出生地主义
,

华侨在这些国家所生的子女发生了双重国籍
,

往

往导致中国政府同华侨出生地政府对华侨的管辖和保护上的权力冲突问题
,

影响了我国与这

些国家的睦邻关系
,

容易引起国际纠纷
,

因此适当而有效地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我国外交

上建立睦邻关系所要求的
。



我国的《国籍法》在消除无国籍特别是双重国籍的现象方面进了一大步
。

它首先肯定了一

人一个国籍的原则 (见第三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C

勺其次
,

还规

定了具体措施以消除国外华侨中的双重国籍问题 (见第九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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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这条规定与一九三 O 年海牙国际文件的精神是

一致的
。

一九三O 年海牙国际法编篡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建议
: “

各国宜采取通过入籍而取得

外国国籍即当然丧失以前国籍的原则
” 。

我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给予有双重国籍的华侨 自

愿选择一种国籍的权利
,

还体现了我国赞成和鼓励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的态度
。

这充分证明

我国对东南亚国家发展睦邻合作关系
、

消除与防止疑虑和争端的诚意
,

把周总理生前在外交实

践中亲自确定的解决双重国籍原则
,

在我国的国籍立法中加以确认
,

这对国际社会加速消除双

重国籍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
,

在国际法上作出了前进的
、

创造性的实践
。

对于消除无国籍的现象
,

我国《国籍法》中也作出了积极的
、

开放性的规定
。
如第六条

: “

父

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
,

定居在中国
,

本人出生在中国
,

具有中国国籍
” 。

第七条 : “

外国人或无

国籍人
,

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
,

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
,

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

一
、

中国人的近亲属 ;二
、

定居在中国的 ;三
、

有其它正当理由
。 ,J 这两条规定符合于一九六一年

联合国《关于减少无国籍状态的公约》 的精神
,

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对防止个人在出生时即成为

无国籍人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

使缔约国承担义务
,

对在它境内出生的可能成为无国籍的

人
,

给予它的国籍
。

制定国籍法虽是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事
,

但由于国籍问题牵涉面广
,

经常涉及到同外国人

的关系
,

为了防止国籍的抵触
,

在实施解决双重国籍的国籍法有关规定时
,

还需由有关国家订

立双边条约 (如一九五五弃汁扫国和印尼间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 )
,

这样可以从缔约国的实际出

发
,

使双重国籍人按照条约规定作出对国籍的自愿选择
,

并得到缔约国双方的承认
。

一九六三

年《关于减少多重国籍情况并在多重国籍情况下的兵役义务的 (欧洲 ) 公约》 第二条第一项规

定 : “
具有两个或更多缔约国国籍的人

,

可以在这些国籍中放弃其中一个或更多的国籍
,

但须

取得他意欲放弃国籍的那个缔约国的同意
,J 。

这条规定说明
,

由于双重国籍问题牵涉到两个以

上国家
,

因此需要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议
,

由双边条约加以具体实施
,

不是仅仅由一国颁布国籍

法作出有关规定就能解决的
。

而在防止产生无国籍现象时
,

由于世界各国都与 无国籍人没有

特定的(指国籍 )法律关系
,

因此
,

除各国在国籍法中作出防止国籍消极抵触的规定外
,

需要由

各国订立多边公约以减少和消灭无国籍现象是很必要的
。

一九六一年联合国制定的 《关于减

少无国籍状态的公约》在这方面作了相当全面的规定
。

①

综上所述
,

我国《国籍法》在突出解决国籍的积极抵触 (双重国籍 ) 和消极抵触 (无国籍 ) 问

题上所作的规定既符合于国际社会的趋向
,

又有所前进
、

有所创造
,

这是我国《国籍法》 的又一

重要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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