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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运动的推进，人类社会已步入以硅、电脑、网络为基础的
信息时代。
国籍作为国际私法连结因素以及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根据，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
改革中国国际私法和制定新的国际私法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其中，作为属人法重要的连结因素的国籍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国籍与国家相伴而生，但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产物。
从狭义上看，国籍专指自然人的国籍，是指自然人属于某一国家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其表明一个
人与某一特定国家之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某一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法律依据。
但是，国籍的概念早已有所突破，不仅包括自然人的国籍，也包括作为拟制人的法人的国籍，甚至还
包括某些法律关系客体的国籍。
也就是说，国籍是指自然人、法人、船舶、航空器及某些财产与某一特定国家问具有特定的法律关系
时，依据国际法原则，该国国内法为行使管辖权赋予的法律关系。
    国籍与公民籍、区域籍与全球籍等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国籍主要强调某一个人隶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联系，关键在于法律权利、义务的设定；公民籍则
侧重表达某一个人其政治权利的享有，而这两者在当今国籍法领域中已互为通用。
区域籍、全球籍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各国学者对国籍在现代及今后区域化、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
思考。
区域籍无论是在体系建构还是在立法实践上已具雏形，而全球籍则还处在理论设想阶段。
无论如何，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对国籍制度的认识，丰富了国籍制度的本质内涵。
    国籍在国际私法中具有重大意义。
在法律适用领域里，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它们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常适用属人法。
传统属人法包括当事人本国法与当事人住所地法，这也是属人法的两大原则。
因此，国籍成为国际民商事法律适用中的重要连结因素；在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权中，国籍是一个重
要的管辖权依据，尤其在拉丁法系国家甚至被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根据；在法院判
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国籍是判断外国判决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同时，国籍在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外国人民事诉讼法律地位以及国际商事裁决中，都起到不可替代
的作用。
    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各国有权以自己的法律决定谁是它的公民。
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制定其国籍法时所采取的原则和规则不尽相同，这样
就导致国籍冲突现象的产生。
自然人国籍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一个人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籍；另一是一个人不
具有任何国家的国籍。
前者被称之为自然人国籍的积极冲突，后者被称之为自然人国籍的消极冲突。
在国际私法上解决自然人国籍冲突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实体法的方法，就是通过缔结国际条约
，明确规定避免和消除多国籍和无国籍现象；二是冲突法的方法，即在多国籍、无国籍冲突无法实体
解决的情况下，由法律确定究竟应当依据哪一个国籍为其国籍，以确定当事人的本国法。
    在国际私法中，法人国籍的冲突是指一个法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籍以及一个法人无
任何国家国籍的状况。
各国确立法人国籍的不同标准就成为法人国籍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概括起来，各国确立法人国籍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法人住所地说、法人注册地说、资本控制说和
复合标准说。
由于国际上并无确定法人国籍的统一标准，各国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确定法人的国籍，并且采取
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本国经济、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变化。
根据各国在处理案件时其案件本身是否涉及本国利益，对于法人国籍的积极冲突有两种不同的解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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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如果受理该案的法院对该案的解决具有利害关系时，该国法院一般会确定对己有利的国家的法律
作为其本国法；当法院地所在国对受理该案没有利益关系时的解决途径有主义近似说、时间先后说、
惯常住所说和最密切联系说。
     船舶国籍是指船舶所有人按照某一国家的船舶登记管理规范进行登记，取得该国签发的船舶国籍证
书并悬挂该国国旗航行，从而使船舶隶属于登记国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
国际私法中船舶国籍冲突是指某一船舶所属国籍不确定或者没有所属国籍而造成的管辖混乱，或者在
前后国籍转换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形下造成的法律适用的困难。
对于船舶积极冲突解决，理应根据船舶与哪一国家有实际联系来决定，不可简单地按照先后顺序处理
。
对于船舶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现代国际社会至今尚未找到最佳办法和途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和
讨论。
     属人法是国际私法中的特有概念，是以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国籍、住所等为连结点，并用来
解决当事人的身份、能力、婚娴、家庭、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的系属公式。
自19世纪起，随着爱国主义思潮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国籍在属人法事项中日益重要。
受《法国民法典》的影响，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了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而英美法系国家则采
用住所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从而形成了住所地法主义和本国法主义的对立。
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结点具有国籍比住所更稳定、国籍比住所更容易确定、更能够体现国家对其国民
的属人主权等优点。
本国法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会产生诸如国际私法中的反致问题、多法域法律的认定问题、人际法律冲
突问题、时际法律冲突以及法律规避问题等。
     在早期国际私法理论中，本国法仅仅是指自然人的国籍国法。
随着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法人、船舶和航空(天)器在国籍法律关系中也享有一定权利，承担
一定义务。
从法人的本质来看，无论是根据法人拟制说、契约说，还是实在说，法人同自然人一样，与某一特定
的国家的法律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法人的存在是依赖某一特定的国家法律的，这个特定的法律就是法人的属人法。
船舶本国法就是船旗国法，即船舶悬挂旗帜所属国家的法律。
船旗国法原则也构成了海事冲突法中最基本的法律选择原则。
航空器本国法就是航空器的登记地国法，即航空器登记地所属国家的法律。
     一般说来，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国籍是判断内外国人的法律依据，是给予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的依
据，同时国籍是确定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一种根据。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主要涉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
实践中，以法国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以及参加了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的拉丁美洲国家均采取
属人管辖原则。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是指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作为特定国家的法律文书而构成该国法律秩序组成部
分的一种法律上的标志。
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国际仲裁公约中，裁决作出地对于确定仲裁裁决国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国籍法是于1980年9月10日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在此之前，我国共颁布了三部国籍法，即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1912年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国籍
法》、1929年《中华民国国籍法》。
虽然我国1980年《国籍法》一再强调不承认双重国籍原则，但由于国籍的承认乃各国的国家主权事项
，同时，即使在1980年《国籍法》框架下，仍会出现国籍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的国际私法有关国籍规则方面的立法存在粗糙、内容矛盾、重复、周延性欠缺等缺陷，甚至
有许多问题并没有规定。
为此，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了中国国际私法的民间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该民间法的制定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包括国际私法中国籍问题方面的规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民法》(草案)中，也基本上照搬了示范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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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国籍这个连结点在新形势下的具体作用，构建我国和谐的国籍制度
，并努力完善我国的国籍方面的规定。
     在国际私法法律适用中，国籍作为连结点的角色，不会因为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归于湮灭
。
国籍作为连结点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尤其是随着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组成法律关系的各种因素都呈现泛化或缺乏稳定等特性，而
身具稳定性、明确性的国籍在国际私法法律适用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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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意大利，法院对何种国际民商事案件具有管辖权，其出发点大致与法国法一样，即其国籍不是
以法院的司法权限作为依据。
一般而言，只要被告是意大利人，则法院即对该案件有管辖权。
但对法院的管辖权，《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作出相应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第4条，该条要求在意大
利对外国人提起诉讼且法院可能受理的案件中，一定要有本地因素，如外国被告在意大利有住所或经
常居住地、有财产或涉诉案件与正在意大利进行的诉讼有关、外国人所在国与意大利在民事诉讼中有
互惠协议等。
由此可见，意大利在处理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上，虽吸纳的是国籍原则，但也对该原则的适
用施以了一定限制，有利于法院对案件管辖权进行受理时进行初步审核，进而确定法院受理后的程序
。
　　西班牙的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确定原则与上述两个国家有所不同，其类似于德国的管辖权制度
，其确定涉诉案件的管辖标准并非是国籍原则，而是内国地域原则，也即出于属地管辖原则的延伸。
其主要法律是1985年的《司法组织法》以及1994年修订的《组织法》。
根据1994年《组织法》第21条的规定，涉讼当事人无论是否是西班牙国籍，均可以到西班牙法院寻求
司法救济的权利，但有两个限制，一是涉诉案件发生西班牙境内；二是涉讼案件应当符合《司法组织
法》以及西班牙所签订的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此外，依据西班牙的法律规定，西班牙法院在争议标的是债务且有利于西班牙公民履行的情形下、争
议标的产生于西班牙、争议标的是西班牙的财产等情形下对上述案件享有管辖权。
从上可得知，西班牙在处理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上，与国籍原则具有紧密联系的不是涉诉案
件的当事人，而是争议标的。
　　比利时对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也有较明晰的规定，且原则和具体规定与西班牙类似,在此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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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稿主要研究了国际私法中的国籍问题，对国籍问题在日益发展的国际间交流中的地位、作用
以及冲突做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国际私法法典。
虽然我们在国际私法的研究和理论上均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因为没有一部成熟的正式的法典，因而，
在遇到涉及国籍问题时就会无法可依，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导致受损。
为此，作者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籍法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同时也对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问题提出了个
人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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