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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俄华侨的权益保护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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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华侨是我国重要的海外力量，是我国文化的传播者，更是我国与与其他国家联系的必然纽带。旅俄华侨更实在中俄民族友好交往

和“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莫测，一些华侨在国外屡屡遭受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的

待遇，对华侨的法律保护迫在眉睫。但因中俄法律的不同，加上华侨自身有特殊性，这让相关法律的构建困难重重。实践证实了，旅俄华侨

的权益保护，需要着重构建华侨在俄国的保护体系，加深涉侨立法工作，增强我国国外执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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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其他国家与我

国的交流越发频繁，虽然我国不是一个移民性质的国家，但海外华

侨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向俄罗斯等国的移民数量逐年上升。

华侨在各国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投身于当地建设，向其他国家展现了

我国优良文化，为中外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通过健全华侨相

关的法律体系，对在外华侨的各项合法权益给与全面保护，是我国

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并且这

对于激发华侨的爱国主义情怀，提振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都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苏，

才会成为人人敬畏的中华巨龙。

1 华侨权益保护的内涵界定及特殊性体现

1.1 华侨权益保护的内涵界定

对于华侨，我国宪法五十条，明确规定需保护其正当的权益，

从而能使国家在根本上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为了防止某些人士、

国家混淆对侨保护法律的界定，我国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二条

给出了明确答案，为海外华侨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

据 [1]。

1.2 华侨权益保护的特殊性体现

华侨作为持有中国国籍的合法公民，依法应当享受其应有的权

益，但因海外华侨在他国居住，即使在法律上讲华侨权益应当与国

内公民平等相同，可实际的特殊性仍旧存在。首先第一是海外华侨

的国内权益难以实现。海外定居的华侨是没有国内户籍的，身份认

证困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而我国公民的诸多权益，

包括医疗教育、婚姻就业、社保选举等，都与户籍有密切关系。而

且华侨对国内的法律不甚了解，很难在关键时刻依据法律维权。其

次第二是华侨在国外的权益保护受限极大，因为没有居住国国民的

身份，所以他们并不具备居住国公民相应的权益；而且由于他们身

处异国他乡，即使权益受到侵犯，我国法律的保护能力被严重降低，

依据国际法等内容的保护工作更是难以展开 [2]。

2 旅俄华侨权益保护的法治文化合理性

2.1 宪法的规定提供法理合理性

宪法是我国法律的根本，也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法律。而在保护

华侨权益的方面，在我国宪法的历史上，每一次修订的版本中，都

针对华侨权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都是对在外华侨权益保护的

法理基础。

2.2 公民的基本权利赋予共享合理性

在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指出，凡是具有合法中国国籍的人都是

中国公民，而公民的权益都是由宪法和相关法律予以保护。由此可见，

华侨持有中国国籍，理所应当与我国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全部公民权

益。不但涵盖了宪法中列出的各项基本权利，还有其他任何法律中

规定的普通公民依法享有的，没有针对华侨有排除性质的各项权益；。

这充分说明了对华侨权益保护，从我国法律体系来看不仅是合理的，

而且是必须的。

2.3 俄罗斯联邦法律提供原则合理性

俄国为本国的外国公民专门制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外国公

民的法律地位，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在该法律的十二条、

十三条内容中，明确规定了外国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并且有劳动权和经营权。这部法律以及上述条款，都说明俄罗斯法

律体系中具有相应的原则合理性。[3]。

2.4 国际法和双边条约的要求奠定现实合理性

首先，人权平等是当今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并且在包括《世

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一些列联合国文件或国际公约中，无不体现着

人权平等，而非某国优先，并明确要求各国，有义务保障在本国的

他国公民最基本的人权。这些都为为人权的保护构建了坚实的法律

基础。其次，我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在长期的交流中，就保护华侨权

益问题达成了许多公式，并且体现在历次双边条款中。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流和接触日益密切，在和平

共处的原则下，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而作为我国的重要邻邦，

我国与俄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对在俄华侨利益保护给与了高度重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领事条约》中，就对保护略华侨

权益有详细规定，这也是重要的依据，最后，依据当前世界上达成

共识的属人管辖权理论，在外华侨理应具备基本的人权保障。综上

所述，保护在俄华侨利益，符合现实合理性。

3 旅俄华侨权益保护的多元法治文化障碍

3.1 主权管辖冲突障碍，权益保护实施困难

首先华侨作为相对特殊的中国公民，法律受限极大。我国与他

国因国情和法律都有所差异，因此在实际的法律管辖上面临着诸多

困难。比如，华侨的合法权益在俄罗斯受到俄国人的非法侵害，基

于我国的法律认定，该俄国人的犯罪行为应除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基于保护管辖原则，可以依据我国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但该名俄

国人一直生活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那么就无法实现我国的法律

追责。其次华侨身在异国他乡，对其权益保护的程度非常薄弱，难

以实现法律救济。目前，领事外交保护的立法工作较为滞后，无法

满足社会需求，而且我国的法律法规大部分都只在关注强调华侨在

国内的利益保障，造成了许多海外华侨在国外时无法可依的尴尬局

面。

3.2 国内缺乏法律支撑，权益诉求日益多元

首先由于认知不够造成了华侨权益保护的许多措施都没有落到

实处。政府相关人员并未足够重视华侨权益的重要性，未能设身处

课题：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科研项目《区域视野下的旅俄华侨历史变迁与现状研究》（课题编号：
2018-KYYWF-1283）系列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系黑河学院 2019 年年度校级课题《黑龙江省百年旅俄华侨相关史料调查与研究》（课
题编号：YDP201901）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90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科研管理（1）2019，4
ISSN：2661-3751（Print）；2661-376X（Online）

地严谨思考实践，所以处理华侨利益相关事务的时候，对问题的深

入程度不足，造成相关措施不符合现实需求。其次，专门针对华侨

权益的相关法律不健全；相关法律大多对法律保护的主体界定不清

晰、缺乏有效对接、立法不成体系过于原则且分散、地方立法重复

模仿、法规政策不配套等突出问题。最后是华侨维权意识越来越健

全，各种相关诉求日问题益增多。相关部门应积极关注并回复诉求，

对于问题妥善解决，决不能消极怠工 [4]。

3.3 俄方法律缺乏稳定，腐败治安造成隐患

俄国法律更新频繁，政治环境与社会治安存在着不稳定性。首

先表现为因要兑现入世承诺，并且需要推进关税同盟的运行，需要

对大量的立法文件和行政规定、产业政治策略进行不断修改。其次

是俄国实行四级分权管理，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因竞争或矛盾的

影响，致使相关法律产生冲突。然后是俄国执法不透明，在全球腐

败国家清单中名列前茅。最后是俄国存在许多反华势力和黑势力，

他们或明或暗的对华侨和华企进行施压和干扰，使得旅俄华侨在正

常营业和人身安全上难以保障。

4 旅俄华侨权益法律保护的实施路径

4.1 加强涉侨立法工作，改善华侨法律保护生态

研究海外华侨具体权益有哪些，落到实处，持续增强保障华侨

权益的立法工作。参照我国各地地方性的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尽快

并详细的创出保障华侨在国内权益的专门法律，彻底弥补其现有法

律中所存在的各种缺陷问题。大力加强对旅俄华侨引资引智的联络、

宣传等相关工作，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鼓励引导旅俄华侨以

多种形式身份回国就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4.2 坚持关口前移，构建华侨在俄权益保护体系

在法治文化视域下，构建保护体系是保护旅俄华侨权益的根本

措施。一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领事条约》的基础上，要善于运用各种国际法的相关条

款，为保护我国华侨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华侨身在他国理应受我

国领事馆保护，同时也应积极协助领事馆具体事宜。二是华侨要尊

法用法，熟悉相关法律知识，能在关键时运用法律手段自救。三是

华侨应有意识的预防规避各类风险。旅俄华侨要密切关注俄国的税

费、环保、市场等政策变化，认真读懂《证券市场法》《外国投资法》

《经济特区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主积极判断潜在的法律风险 [5]。

4.3 明晰内外双重保护，提升国外执法能力

在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从密切联系国内法

与国际法，从而打造针对海外华侨的双重保护机制，进而对华侨权

益实施全面、有效的保护。首先，要在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的基础

上，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华侨权益保障网络；并且我国作为常任理事

国，要善于运用各种国际公约、国际组织，为华权权益保护争取更

有效的国际制度支撑。其次，要善于运用领事保护机制。我国与世

界上各个国家几乎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对于在外华侨来说，当

权益受损时要主动寻求领事保护；平时要多关注领事保护相关事宜，

了解寻求领事保护的渠道以及保护的范围、权限等等；以便一旦在

外遭遇突发事件，实现自身的权益保障。

5 结语 

目前，在旅俄华侨权益保护的法治建设问题上，依法治国理念

是其展开的依据和手段体现，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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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能完成。各跑各的路、各唱各的调，是不可能做好接待服务工

作的。再者，团队之间的驾驶员一定要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拧成

一股绳。千万不可对团队中的差错视而不见。比如看见别人穿戴不

整齐，或车上的物品没有备齐、或车辆停放位置不准确、车轮胎压

不足、车窗车门没关严等等，大家都要及时主动善意的提醒。团队

没有把任务完成好，每个人都有责任，只有责任大小之分，没有无

责免责之说。只要我们的保障团队中的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树立

大局意识、齐心协力的话，就一定能够圆满完成每一次任务。

3 公务车辆驾驶员在车辆驾驶中重点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是要坚决克服不良驾驶习惯。比如，单手握方向盘，有的行

驶一段距离后才系安全带，有的在客人上车后再调整后视镜和驾驶

座椅，有的与乘客讲话时频频回头，有的在驾驶过程中过于频繁的

调整坐姿等等，这些都是不良的驾驶习惯。我们应该保持良好的驾

驶姿态，运用规范合理的操作，充分体现我们是训练有素、工作严

谨的驾驶员。

二是遵章驾驶。切记！我们开的是公务车辆，不是特权车辆，

不要把执行公务或“XXX 通行证”当作为所欲为的招牌。除警车开

道的警卫任务外，任何车辆都不允许违反交通法规。即使是车内客

人要求我们违章驾驶，我们也应该婉拒。因为，遵章行驶是我们每

一位驾驶员最基本的素质。

三是突发情况的处置。如果在任务中突发不可避免的交通事故、

车辆爆胎、车辆故障等问题，一定要停车处置，绝不能擅自驶离。

并立即联系车调组派遣备用车辆将客人送达目的地，自己等候交通

处理或车辆救援。如果车上客人突发疾病，要立即将客人送到最近

的医院救治，然后向车调组报告，等待指令。

优质服务没有固定模式，我们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

保障服务方面，每个公司、每一位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特点、优势，

虽然管理方法不尽相同，驾驶习惯各有所长，但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全心全意为客人服务，全心全意为公务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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