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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致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毕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桃李满园
，深受学生爱戴。
他在国际法学领域勤耕不辍，硕果斐然，备受学界同行称道，为中国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一、生平陈致中（曾用名“陈致忠”）先生，汉族，广东省南海县人，1931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广
州。
父亲陈舒文，母亲梁雌雄。
先生幼年不幸，3岁丧父，5岁丧母，由舅父抚养成人。
1938年，先生跟随舅父迁居香港。
1939～1948年，随舅父母迁往越南侨居，就读于越南的堤岸岭南中学（即当时的广州岭南大学附中的
分校），中学毕业后回国就读大学。
1948年，先生在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读大学一年级。
他之所以进入政治系读书是因为对国际法感兴趣，而当时国际法专业是开设在政治系内的。
传统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较狭小，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
因此，旧时大学的国际法课程是在政治系开设，故想学国际法的学生就得上政治系学习。
原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王铁崖先生也是在政治系学国际法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
系。
先生对国际法感兴趣，是因为他被周鲠生先生所著的《国际法大纲》所深深吸引，自此立志于学研国
际法。
周鲠生先生是我国法学界的泰斗和国际法的一代宗师。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国际法大纲》，是那个时代国内各法学院学生的主要
读物，也是教师讲授国际法的主要参考教材。
先生对该书大加赞誉，认为周先生对国际法的领悟和诠释非常到位，而且于当今的学人仍很有助益，
是学习国际法不可多得的力作。
1949～1950年，先生转学到武汉大学，在该校法学院政治学系外交组读大学二年级。
1950～1952年，先生转学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国际组读大学三、四年级。
1952年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留在北京参加工作。
1952～1954年，先生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前身）国际问题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致中国际法专论>>

内容概要

陈致中教授是我们就读中山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时的硕士导师。
他爱生如子，仁慈亲切，谦和忠厚，真诚待人，深受弟子们的敬佩和爱戴。
我们都习惯称呼他为陈老师。
    陈老师潜心研究国际法几十年，著述颇丰。
作为他的弟子，在他生前我们曾经数次提议为他出版一本他个人的国际法论文集，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了。
今年元月，陈老师不幸因病离开了人世。
弟子们无限悲痛。
在参加完陈老师的追悼会后，弟子们认为，悼念恩师的最适当方式就是整理编辑出版陈老师的论文，
以嘉惠读者。
弟子们还希望恩师的这本论文集能够在今年中山大学法律系复办30周年庆典前问世，因为老师是中山
大学恢复法学教育的开朝元老。
我受同门之托负责编辑这本《陈致中国际法专论》。
然而，以我自己浅薄的学力，能否胜任这一重任，我不甚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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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香港居民”的法律概念“居民”（residents），在国籍法上，是指居住在某国某地的人。
它只与特定的地域相联系，而没有与特定的国家相联系。
居民当中，有的具有居住地国的国籍，他们是内国国民；有的兼有居住地国和外国的国籍，他们也是
内国国民。
有些没有居住地国国籍，但具有一个或两个外国国籍，他们则是外国人（aliens）。
因香港不是国家，“香港人”不具有国籍涵义。
他们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短期或长期在香港居住的外国人，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或任何其他国家
的人。
因此，从法律地位来说，“香港居民”包括下列几种人：（1）世代居住在香港而没有加入任何国家
国籍的中国人；（2）从内地移居香港而没有取得任何其他国家国籍的中国人；（3）上述两种人当中
取得了其他国家国籍后仍然居住在香港的人（外国人）；（4）短期或长期在香港居住的所有其他各
国的人。
上面第四种人，不论他们在香港居住了多久，也不论他们目前在香港享有何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地位，他们始终是其国籍国的国民。
即使在香港回归后，他们继续在香港居住并取得了香港“永久居民”资格，他们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里的外国人。
这种人的国籍是无需讨论的。
需要讨论的是香港居民当中具有中国血统而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的国籍问题。
可以说，他们的原始国籍是中国国籍。
由于一百多年历史造成的特殊情况，他们的原始国籍国暂时不能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而他们的有效
国籍国又不是与他有“真正联系”的国家。
有些人取得了英国的国籍，又被英国认为是没有居英的“英国属土公民”（BD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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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致中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法学家，长期从事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
他精深的学术造诣。
敏锐的学术思想，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学术瑰宝。
”　　——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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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致中国际法专论》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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