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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以雙重國籍吸引有才藝肯貢獻之外國人 減輕少子化高
齡化問題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依本年1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的南韓國籍法，南韓政府允許在有

條件下，讓海外韓裔外國人、有傑出專業才藝外國人、及與南韓籍人

士結婚的外國人取得包括南韓國籍在內之雙重國籍。 

南韓法務部稱，該法修正目的，在防止人才外流、引入有才藝能

力之外國人、及減緩國內生育率持續銳減（少子化）問題。 

新修正國籍法規定，南韓籍，其自出生即擁有雙重國籍者，在南

韓境內居住期間，只要宣誓不履行其外國國籍權利，即允許持續保有

雙重國籍身分。這項規定，旨在防止彼等徒享外國籍權益，迴避南韓

籍義務。此包括兩種人，一為父母南韓籍，當父母在外國求學或工作

時，其在外國出生者；一為在南韓出生，而其父或母為外籍人士者；

惟彼等須在年滿22歲以前作上述宣誓。依修正前國籍法規定，這類

人22歲時，如未就其雙重國籍擇其一，則其南韓國籍立即自動喪失。 

儘管新修正國籍法對雙重國籍的接納度較寬，但不適用於因出生

地即取得外國籍（如在美國境內出生，即自動取得美國籍）之雙重國

籍者，彼等除非先聲明放棄其外國籍，是不能取得南韓國籍的；這類

人口中，有年輕人願用「服南韓兵役」方式以保持其雙重國籍，依新

法規定，彼等須先服畢南韓兵役，才可獲准兼持南韓國籍。 

其次，凡具專業才藝外國人，對南韓國家建設發展有助益者，不

論其在南韓境內居住多久，亦不論其放棄其外國國籍與否，均可兼持

南韓國籍。這在舊法時代，他們須先在南韓境內生活5年以上，或與

南韓籍人士結婚並在南韓境內居住至少兩年以上，始可兼取得南韓國

籍。 

最後，海外韓裔外國人，年逾65歲，返南韓永久居留，只要宣

誓不履行其所持外國籍權益，得兼持南韓國籍。 

另外，新法允許取得南韓國籍後之外國人於一年內聲明放棄其外

國國籍，這在舊法中，限定須在半年內放棄其外國國籍，並且須在該

期間內辦妥有關手續，否則，其新取得之南韓國籍即告喪失。 

修正後之國籍法，為防兼具南韓國籍之雙重國籍人士做出危害南

韓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外交關係、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行為，增

訂新條款，一旦發現有上述情事，立即剝奪其南韓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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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吸引具專業才藝能力之外國人歸化為南韓籍，避免生產人力衰

弱問題日形嚴重。該部預估，2018年後，南韓人口開始減少；目前

每9個南韓人中，有1個年逾65的老人；到2018年，此老年人口將

成長一倍，達全人口14%；40年後，南韓人口五分之二是老人。屆時，

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經濟發展將失去動能。維繫人口不降的方法有

二：一為鼓勵國人生育，一為積極移入外國籍人口；依現在社會發展

趨勢，前者顯然難奏其效。 

目前南韓境內外國籍人口約125萬，佔全人口的2.5%，其中半

數為華人，且許多具朝鮮族血統。歐洲等國多採緊縮人口移入政策，

以致其經濟現況疲弱不堪，有氣無力；有鑒於此，南韓實應研採對策，

吸引具專業才能的外國人歸化為南韓籍或兼具南韓籍，蔚為南韓所

用。 

擬議成立的移民事務專責機關，其重要任務之ㄧ，就在規劃吸引

外國才藝能人前來南韓，加入南韓國籍；當然亦包括目前由法務部所

掌理的境內外國人管理工作。 

具專業才藝的外國人進入南韓，可活潑南韓經濟機能、豐富南韓

社會文化。今尚未採行積極的外籍人口移入政策，但允宜先教導國人

認識文化多元發展的好處，扭轉國人「以同質社會為傲」的傳統觀念。 

美國與日本，兩國移民政策迴異，如今兩國國力發展不同，可謂

強烈對比例子。美國採開放人口移入政策，至今經濟動能充沛，文化

五彩繽紛；反觀日本，因對外國人移入採封閉措施，2006年進入老

人化社會，致其經濟長期陷入債務高、赤字高、通貨緊縮狀態，動能

盡失，難怪去年被中國大陸超越，變成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南韓宜記取類似日本這類先進國家的教訓，研採積極吸引外國人

移入政策時，絕不能盲目地來者不拒，以免未來國內發生社會問題、

族群關係緊張、及增加政府不必要開支。應有選擇地，迎入具專業才

藝的外國能人歸化為南韓籍或兼持南韓籍；唯有如此，所移入的外國

人，才能成為國家發展的資產而非負債。 

不過，此作法須在南北韓現狀下審慎採行，如果兩韓統一了，此

積極移入外國籍人口的政策，就必須煞車，重新檢討。另一狀況，遇

國內就業市場不景氣時，國人與外籍人會因就業困難而緊張、衝突。 

無論如何，南韓究竟要成為一個年輕且活力十足的工業化國家？

抑或停留在新興但老化的經濟體發展狀況下？是該思考的時候了。 
 
 
資料來源：綜合 2010年 12月 24日 The Korea Times第 1版報導及該報 2011年

1月 13日社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