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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
管理条例》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并将于今年 !月 "日起施行，这标志着
外国人来华签证制度将迎来新一轮变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
不断深入，中外人员往来呈井喷式发展。#$$$
年，中国公民出入境总数达 "%&'亿人次，外国
人入出境总数达 ($('万人次，出入境总人数
较 ($年前增长 )*倍多。($)(年，全国边防检
查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亿人次，其中外
国人入出境达 ,+*,%),万人次。与此同时，外
国人来华人员构成更加复杂，入境目的更加
多元化，涵盖旅游、商务、探亲、工作、学习等
诸多领域，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
就业等违法犯罪问题日渐突出，相关法律法
规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中外人员往来形势发展的需要，
($)(年 &月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作为该法的配套行政法
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
理条例》 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秉承服务
与管理并重的理念，进一步调整完善了外
国人来华签证制度。

①调整普通签证类别

法律沿用了外交签证、礼遇签

证、公务签证、普通签证 +个基本类别划分。
关于普通签证，《条例》保留了原有的 -个基
本签证类别，并继续以汉语拼音首字母进行
标志。同时，为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进一
步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并为广大海外华人
提供入境便利，增设了 .字（人才类）、/字
（商贸类）、0 系列（探亲类）和 1 系列（私人
事务类）等类别签证，并根据外国人在华停
留时间长短，以阿拉伯数字 )和 #对部分签
证类别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②引入人体生物识别签证制度

采集、存储出境入境人员指纹、面相
等人体生物信息，在出入境管理时进行比
对，可以有效甄别出境入境人员身份，对
加强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国家安全具有积
极意义。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
等多个国家已经签发含有指纹信息的生物
签证或者在入境查验时采集外国人指纹。
为此，法律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
外交部根据出境入境管理的需要，可以对
留存出境入境人员的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
信息做出规定。

③调整邀请函制度

邀请函是签证审发的重要参考依据，

查验邀请函是世界各国在签证审查过程中
的通行做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邀请外国人来华主体日益多元化，已不
能仅限于“被授权单位”这一范畴。为此，法
律规定，中国境内单位和个人均可为外国人
签发邀请函，但必须对邀请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④规定了签证面谈制度

面谈是签证审核把关的重要环节和手
段，也是世界各国在签证审发领域的通行
做法。为此，法律规定了下列 + 种应当按
照驻外签证机关要求接受面谈的情形：

1、申请入境居留的；

2、个人身份信息、入境事由需要进一

步核实的；

3、曾有不准入境、被限期出境记录

的；

4、有必要进行面谈的其他情形。

⑤明确不予签发签证情形

签证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重要手段。国家基于主权原则，可
自主决定是否接纳或以何种条件接纳外国
人入境，这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为
此，法律规定了 & 种可不予签发签证的情
形，并进一步规定“对不予签发签证的，
签证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

⑥完善免签证制度

为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提供免签证
待遇，是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
体现。为此，法律规定了双边协议免签、
居留证件免签、过境免签和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情形免签等。

⑦完善口岸签证制度

口岸签证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便利外国
人来华所采取的一项便利入境措施。多年
来，口岸签证在便利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
人来华、提高我旅游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此，法律在综合考虑
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保留了这
一制度并对签发情形和签发办法作出了进
一步规范。

⑧规范签证延期、换发、补发

多年来，我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国人入境
后签证延期、换发、补发缺乏明确规范。为进
一步规范有关做法，综合考虑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及外国人在华停留居留诉求等
各方面因素，法律对签证延期、换
发、补发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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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探亲专设Q字签证

陆楚有

)!-& 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
则》规定，根据外国人申请来中国
的事由，普通签证分为 2 字、3

字、4 字、5 字、6 字、7 字、8

字、9 字 - 个具体类别，分别对应
定居、工作、学习、访问、旅游、
过境、乘务、记者等事由。由于 6

字签证涵盖了旅游、探亲及私人事
务 *类事由，多年来，外籍华人回
国探亲只能申请 6 字签证，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驻外使领馆更
具针对性地为广大回国探亲的海外
华人群体提供签证便利。

为满足广大海外华人回国探亲
的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专门增设了
0 系列签证，将原探亲事由从 6

字签证中剥离，并根据申请人入境停留期限，
分为 0) 字和 0( 字两个具体类别。实际上，
《条例》增设的 1（私人事物类）系列签证也存
在探亲事由，只不过 0系列签证的签发对象主
要为中国公民的亲属和具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

的外国人的亲属，而 1 系列签证的签发对
象主要为在华工作、学习的外国人的亲属。

条例做出这种区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
了更具针对性地为广大海外华人回国

探亲提供签证便利。
0)字签证签发对象包含两类人群：
一是中国公民的家庭成员及在华具有永久

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家庭成员。 《条例》 对申
请主体采用了家庭成员这一较为宽泛的概念，
将可满足更大范围外籍华人回国与亲人团聚的
实际需要；

二是因寄养等原因需要在中国境内居留的
人员。这主要是考虑到：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

将外籍子女寄养在国内亲友家中的情
况不断增多，一方面可解决小孩父母
在国外工作生活的现实困难，另一方
面也便于小孩接触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增进与祖籍国的感情。

申请 0)字签证，因家庭团聚申
请入境居留的，应当提交居住在中国
境内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
的外国人出具的邀请函件和家庭成员
关系证明；因寄养等原因申请入境
的，应当提交委托书等证明材料。
0) 字签证持有人入境后，可向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家庭团聚类
居留证件，居留证件的有效期为 )-$

天至 ,年，外国人可凭此居留证件出
境、入境及在华居留。

相对于 0) 字签证，0( 字签证
的签发对象和签发条件更加宽松，即

只要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之亲属和具
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之亲属，都可申
请短期探亲签证，且仅需提供居住在中国境内
的中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出具
的邀请函件以及邀请人的有关身份证明信息。
0( 字签证停留期最长可达 )-$ 天，停留期满
后还可向停留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
构申请延期。驻外使领馆将根据申请人
诉求为其签发多年多次入境签证。

哪些人可获Q字签证
签证是国家间人员交往的产

物。国家为了本国的安全和利
益，在边境设置关卡查控过往人
员的做法自古就有。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人
入、出中国须分别申请入境、出
境签证。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因素
制约，中外人员往来数量很少。
新中国第一份签证诞生于 )!+!

年 )(月 ,日。

上世纪 ,$年代中后期，随着
外国要求来华旅游人员增多，我
驻外使领馆开始为外国来华短期
旅游人员颁发签证，但必须有国
内旅行社接待，且限制总体来华
人数。

)!&+ 年，国务院颁布了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
管理条例》，成为我国首部规范
外国人入出境管理工作的法规。

从 )!'- 年起，为适应改革
开放形势下大批外国游客来华的
需要，我驻外使领馆开始为外国
来华旅游人员颁发团体旅游签
证。

)!-$ 年 , 月，国务院颁
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

照签证条例》，将签证

分为外交、公务、普通
*种，并规定颁发签证
机关原则上按护照种类发给
相应的签证，但仍然规定
“因私事出国或侨居国外的中国
公民和外国人出、入、通过中国
国境时必须办理中国签证”。

)!-,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
境出境管理法》。)!-&年，经国务
院批准，公安部、外交部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法实施细则》。 《细则》
根据外国人来中国的身份和所持
护照的种类，将我国签证分为外
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

普通签证 +个基本类别，并根据
外国人申请来中国的事由，将普
通签证分为 -个具体类别。根据
《细则》，外国人出境以及中国公
民包括海外华侨出、入境不再需
要单独申请签证，但对来华从事
访问、考察、经商等活动的外国
人，申办签证过程中需提供中国
境内“被授权单位的函电”。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
施行，签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及社会秩序，促进对外交往和对
外开放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中
外人员往来将更加便捷、顺畅、
有序，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联系也将更加紧密。

中国签证的发展脉络

杜老师：

我在报纸上有时看见“列举”，有时又看到“例举”。

请问这两个词语的用法有什么不同？谢谢！

韩国留学生 何世礼

何世礼：

“列举”是“一个一个地举出来”的意思。例如：
（1）老师列举出多个事实来说明这个道理。

（2）检举人列举出一系列证据后，被检举者不得不

承认事实。

（3）演讲者列举了好几个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

（4）此外，专家用多种新方法培育出种苗，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

“例举”则是“用例子举出”的意思。例如：
（5）老李例举了若干事实来否定小王提出的方案。

（6）发言者例举了一些名著中有趣的片段，来阐释

这种修辞手法的作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使用“例举”时，所举出的
例子，可以是多个，也可以是一个。使用“列举”时，
举出的例子一定是多个。

另外，还应注意，“列举”跟
“例举”读音不同。“列举”的
“列”读 :;! <而“例举”的“例”
读 :"。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送礼历来
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重要方
式。但是，现今送礼活动似有过分
之势，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送礼的类别

一、见面礼。见面献鲜花，友
好亲善，有余香。

二、祝贺礼。过年过节，亲朋
好友带着礼品互相“走动”、祝贺；
娶媳妇、嫁闺女，是最受重视的喜
庆日子，双方亲属，什么七大姑、
八大姨“随礼”以及熟悉的同事、
同学“凑份子”，所在单位领导也
会带着“红包”前来喝喜酒；至于
生子、给孩子过生日、向老年人拜
寿等，祝贺送礼也是少不了的。祝
贺是民间送礼活动的主要方面。

三、感谢礼。对于那些帮助、
提携过自己，为自己付出辛劳或有
恩惠于己的人，如父母、恩师、老
领导、老战友等，在年节、生日之
时去看望，以示感恩，不忘旧情，
必带礼品。

四、慰问礼。亲朋生病、伤亡、
遭灾等，前往慰问，表示同情、支持，
一般也不会空着手去，送慰问品或
慰问金，既体现关心关爱，又可帮其
解决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五、请托礼。这就有点复杂
了。请人办事，“人情费”、“活
动费”少不了。如为做手术给医生
送红包、为孩子上好学校找“门
路”等，一些违纪、违法现象大多
出自此项中。

礼品的选择

礼尚往来的礼品，究竟应如何
选择呢？我觉得还应重温那句老
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礼品价值不在贵重，在于情谊。有
时礼物太贵重，会令受礼人不安。
一般来说，老年人礼品讲实用，儿
童礼品重启智，朋友礼品在趣味，
恋人礼品要有纪念意义。如果给老
外送礼，应选择有中国特色的。此
外，送礼时要注意民间的风俗，如
我们传统礼俗讲究送礼成双成对，
特别是结婚贺礼，不可出现单数。

再有，有人忌讳数字 +，因为它与
“死”同音，有点不吉利。

送礼的禁忌

送礼活动不可少，但应避免以
下不良现象：

一是奢靡。近年来，各色礼品
越来越贵重，一两百元的似乎拿不
出手，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带着千
元礼品去赶场。有些人为了“感
动”对方，在礼品的选择上煞费苦
心，花大价钱追求高档，致使名
烟、名酒、名牌服装之类价格飞
涨。很多人对此现象心存不满，但
却没有勇气冲破藩篱，一味地随大
溜，造成水涨船高。

二是浪费。送礼追求虚荣、不
讲实际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以中
秋节送月饼为例，谁家不送？谁家
不接？各种各样的品牌多得不计其

数，包装精美一个赛过一个。至于
那月饼本身，很多人根本不吃，或
转送他人，或放进冰箱，时间一长
只好扔掉。

送礼与贿赂

正常的礼尚往来与送礼行贿或
凭借权势大肆敛财有着根本的区
别。

贿赂就是腐败。对公职人员来
说，除了外事等个别场合，基本上
应禁绝送礼活动。香港法律规定，
行贿与受贿犯法，非法获得哪怕只
有几元，也是贪污。北欧等一些国
家，打击送礼行贿歪风力度大，保持
了良好的廉政形象。而我们似乎对
待送礼可能带来的危害尚认识不
足，防范意识和监督措施也较薄弱。
雷政富一类的案件，无不同送礼有
关。金钱、美女搬倒一个又一个官员
的残酷事实，令人触目惊心。

送礼腐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年初六条禁令出台：“严禁用公款
送礼”、“一律不准以任何理由和
形式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
各种提货券”、严禁“收送礼品、
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
预付卡”。中央决心大，半年下来
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

送 礼 有 讲 究
马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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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采集引入出入境管理 供图：CFP

中国，

我来了！

王俊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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