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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侨务法律制度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华人华侨归侨侨眷身份的确认及其法律制度完善，试论获
得公民身份证件权：从华侨短期回国在国内证明公民身份困境切入，试析新型跨国流动人员管理制度
：国籍和居留相结合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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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确认华人华侨归侨侨眷身份的法律性质
　第二节　确认华人华侨归侨侨眷身份存在的实体性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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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统一归侨侨眷证的名称、形式和内容，明确审理归侨侨眷证申请时限，规定归侨侨眷证的有
效期
　　五、赋予归侨侨眷身份申请人对确认身份申请决定不服时的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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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试论获得公民身份证件权：从华侨短期回国在国内证明公民身份困境切入
　引言
　第一节　获得公民身份证件权
　第二节　华侨短期回国证明自己身份的困境及现行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第三节　其他国家和地区公民身份证制度的法律实践
　　一、香港特区：所有居民均有资格申领居民身份证，兼具准护照
　⋯⋯
第四章　试析新型跨国流动人员管理制度：国籍和居留相结合原则
第五章　华侨国内权益保护立法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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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 法律手段是调整侨务关系的最终方式，不可不察。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实施的关于侨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为主要资
料基础，以权益保护为中心，论述中国侨务法律制度的现状，以及其在国际移民和法治建设新形势下
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挑战，提出发展和完善侨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三个具体的研究目的是：第一，论述中国侨务法律制度的现状，着重批判性视角。
第二，分析国际移民和法治建设的深化与发展对华侨归侨侨眷群体的影响，以及对侨务法律制度的冲
击，突出三者之间的互动。
第三，探究与侨务密切相关的其他法律问题。
第四，探讨发展中国侨务法律制度的策略、方案和具体建议，力求降低改革成本和具有前瞻性。
 第二节 研究背景 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规模庞大，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是结构
复杂，分布不均匀，加大了我国处理外交关系，特别是华人华侨所在国关系，以及国籍问题的难度。
中国海外侨胞总数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多万发展到5000万左右。
2008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约为4543万，其中95％是华人。
其中，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分别有3548万、630万、215万、95万和55万，约占世界华侨
华人总数的78％、13．87％、4．7％、2％和1．2％。
东南亚有3348．6万，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73．5％。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约1000万。
另外，国内约有4000万归侨和侨眷。
仅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区出去的新华侨华人接近1000万人。
他们分布地域更为广泛，除东南亚等传统的侨胞聚居地外，北美、西欧及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南
非等地区和国家，已日益成为海外侨胞新的聚居地。
特别是北美与西欧，是新华侨华人主要分布的地区，约占新华侨华人总数的50％以上。
他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层次，职业构成更为多元，与祖（籍）国联系更为密切，融入当地主
统社会更为积极。
 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特别是华侨、归侨和侨眷具有海外关系的独特性正在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因海外关系而成为特殊群体。
当时，我国急需打开国门，密切与国外的联系，由于历史和血缘原因，华侨、归侨和侨眷具有丰富的
海外关系，国内其他中国公民由于长期以来的封闭，与国外基本上没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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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支持他们积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温家宝总理·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把握世情、国
情和侨情的新变化，进一步把握机遇、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推动侨务工作在更广领域、更高层面、
更深层次发挥重要作用。
要坚持开展为侨服务，维护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完善涉侨法律法规和政策。
　　——国务委员戴秉国·2011年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政策的
侧重点有所不同，侨务政策的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贯穿其中的核心原则就是保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
正当、合法权益。
　　“侨法”成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部分。
 “十二五”继续维护侨益，改善侨界民生。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2011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　　　　全面贯彻实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维护侨益工作。
积极促进《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的完善修订工作，积极参与其他涉侨法律、法规的制
定、修订工作，从源头上为维护侨胞权益提供依据；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涉侨法律的实施工作，通过
法律途径，有效保障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
　　——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邹瑜·2010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伤悲侨眷权益保护法》
颁布实施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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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侨务法律制度研究》讲了法律手段是调整侨务关系的最终方式，不可不察。
其研究目的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实施的关于侨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为主要资料基
础，以权益保护为中心，论述中国侨务法律制度的现状，以及其在国际移民和法治建设新形势下存在
的问题和遇到的挑战，提出发展和完善侨务法律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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