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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6 日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11 月 23 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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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华侨华人在本市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活

动，推进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根据《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促进华侨华人文

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以及服务保障等相

关活动。 

第三条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促进工作应当坚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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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推动华侨华人

参与本市社会经济文化建设。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华侨华人文化

交流合作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

作促进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促进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

研究决定重大事项。侨务主管部门会同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机制的日常工作。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教育、科技、司法行政、

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金融、

税务、外事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合作促进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合作促进及其服务保障工作。 

第五条  涉侨工作机构和人民团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开

展活动，反映华侨华人的意见和诉求，协助有关部门落实侨务

政策。 

依托港澳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联系和促进华侨华

人在本市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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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第六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侨务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华侨华人文化资源普查，建立华侨华人文化资源数据库，对华

侨华人文化资源的名称、种类、数目、保存情况以及管理人等

信息进行登记、建档。 

列入数据库的文化资源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制定具体保护

措施。相关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文化、侨务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华侨华人文化资源数据

库的规范管理。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及其企业、社会团体依法捐

资捐物用于公益事业。符合条件的捐赠项目纳入华侨华人文化

资源数据库管理。 

第八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在博物馆、展览

馆或者纪念馆依法收藏和展示华侨华人音像、书信和侨批（银

信）等文化资源，加强集中保护。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涉侨世界文化

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以及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的保护，推进合理开发与利用。 

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在本市依法开展老物件、老照片以及

音像制品、电影等文化资源展览活动，展示奋斗历程。 

第九条  宣传、文化、侨务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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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发掘与利用，展现和发挥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 

宣传、文化、侨务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挖掘优秀题材故事，总结历史贡献，提炼文化特质，以增进文

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鼓励华侨华人到本市开展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推动理论

创新，促进研究成果共享。 

 

第三章  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 

第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设以下工作平

台，促进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包括： 

（一）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华侨华人博物馆、侨批（银

信）档案馆以及陈白沙、梁启超、陈垣、冯如、司徒美堂等侨

乡名人纪念馆或者故（旧）居，打造文化展示平台； 

（二）挖掘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新会葵艺、白沙茅龙笔制

作技艺、小冈香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红线女粤剧文

化、戴爱莲舞蹈艺术等项目的现代价值，打造文化传承平台； 

（三）发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侨梦苑等国家级

基地作用，推动华侨农场建设，承办国家级、省级侨务活动，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侨务工作发展，打造文化发展平台； 

（四）开展“少年中国说”“亲情中华夏（冬）令营”等

华侨华人新生代交流活动，打造文化研习平台； 

（五）举办世界江门青年大会、侨乡华人嘉年华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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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化联谊平台； 

（六）整合侨乡科研力量和培训资源，开展侨务工作者、

志愿者等培训活动，打造文化培训平台； 

（七）其他交流合作平台。 

鼓励赤坎华侨古镇等华侨华人文化资源集聚区申报举办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会议，开展研学交流、文体赛事等

重大活动，促进文化资源活化利用。 

鼓励华侨华人研究和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并在本市依法展示世界文明成果，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创新发展。 

第十一条  宣传、侨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侨刊乡讯编印

工作的指导、培训、服务和管理，加大对《中国侨都》等重点

侨刊乡讯的支持力度；构建互相交流学习渠道，协调推进侨刊

乡讯业务健康发展。 

鼓励侨刊乡讯适应国内外读者需求，改进内容和版式，译

制多语种版本，建立多媒体平台，及时传递家乡和海外侨胞乡

亲信息。 

第十二条  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编写反映华侨华人爱

国爱乡、团结拼搏、奋斗进取、恪守诚信等精神的本土读物，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开设校本课程，培养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

弘扬爱国传统。 

鼓励本市学校聘请符合条件与需求的华侨华人教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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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本市学校与符合条件的海外华文学校结成友好学校；鼓励

华侨华人学生到本市学习、研习。 

支持符合条件的海外高水平学校与本市学校合作办学，兴

办国际化特色学校和其他职业教育机构。 

第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

和政策支持，支持多方举办涉侨体育赛事活动，打造国际性、

区域性赛事活动品牌。 

鼓励华侨华人参与并推进本市体育赛事、体育教育以及体

育医疗等事业发展，共同发展蔡李佛拳、咏春拳、舞龙、醒狮、

龙舟、排球等本地传统特色体育项目。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市文化旅游发展规划，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打造具有侨乡特点的国际旅游特色目

的地。 

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发掘本市华侨华人文化资源内涵，

打造侨乡特色文化旅游品牌项目和精品路线，建设与国际接轨

的旅游环境。 

鼓励华侨华人依法参与本市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开

展旅游项目合作。 

第十五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发挥祖籍江门

的华侨华人人数众多的优势，在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

构建国际友好城市网络，提高江门的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拓展友好城市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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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经

贸、慈善公益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十六条  侨务主管部门应当发挥华侨华人宗亲会、同乡

会、同学会、联谊会以及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桥梁作

用，加强交流合作，增进共识互信。 

鼓励华侨华人社会团体创新联谊形式，积极参加本市举办

的联谊恳亲等活动，引导华侨华人新生代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第十七条  鼓励华侨华人依法在本市投资文化产业，推动

文化产业与华侨华人文化资源融合发展。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立足市场需求，充分利用

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展示本地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推

介本地文化产业布局、招商政策和营商环境，主动走出去，精

准请进来，引导信息、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要素与本地文

化资源结合，促进合作发展。 

 

第四章  服务保障 

第十八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为侨公共

服务，包括： 

（一）推进华侨华人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为华侨华人在本

市工作、生活、旅游等提供便利； 

（二）建立离岸公共法律服务、域外法律查明等机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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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际仲裁合作平台，为华侨华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三）建立华侨华人文化智库，为华侨华人交流合作政策

制定及其配套服务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四）其他有关为侨服务措施。 

第十九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便华侨华人在本市

开展经贸合作： 

（一）建立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提升政务、商务等公

共服务水平； 

（二）建设华侨华人投资服务体系，提供法律法规、政策

措施、投资项目信息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 

（三）鼓励金融机构为华侨华人提供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四）其他推动经贸合作的措施。 

制定与华侨华人投资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规

范性文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书面征求意见以及召开座

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华侨华人投资企业的

意见和建议，并通过适当方式反馈采纳的情况。 

第二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和服务管理制度，引进华侨华人高端人才和

专业人才。 

华侨华人在本市就业创业，符合条件的，市和县（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国家、省和本市有关人才政策，为其在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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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生活便利。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华侨华人专家库，为

本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完善涉侨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预防和化解各类涉侨矛盾纠纷。 

涉侨调解组织可以与其他各类社会调解组织相衔接，邀请

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和各类专业人员参与调解。 

第二十二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设线上服

务平台，推动涉侨商务、政务、法务等公共服务在线办理。 

鼓励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等依法优化线上

涉侨服务，推动诉讼、调解、公证、仲裁等事项远程办理，实

现线上线下融合通办。 

鼓励华侨华人运用线上服务系统，开展线上联谊会、学习

会、交流会和洽谈会。 

第二十三条  对本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华

侨华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港澳同胞在本市

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活动及其促进保障工作，可以参照本条例执

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