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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6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2002年 9月 18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题为“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

际法律文书要点（草案）”的文件。该文件曾于 2002年 6 月 28 日作为裁军谈判

会议正式文件（CD/1679）印发（见附件）。文件所列各要点尚在进一步发展和改

进之中。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临时议程项目 66的大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王英凡(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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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9月18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 

       （草案） 

  中国、俄罗斯联邦、越南、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津巴布韦、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提交的工作文件 
＊ 

 一. 国际法律文书的名称 

 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 

 二. 序言 

 外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在人类未来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存在着武装冲突和作战行动向太空扩展的潜在危险。 

 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和外空军备竞赛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而迫切的任务。 

 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关于和平利用外空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一系列决议。这

些决议为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和军备竞赛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现有与外空有关的军控与裁军国际协定，包括双边协定，以及有关外空的现

有法律制度，对于和平利用外空和规范外空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应严格遵守上

述协定与法律制度。然而，这些协定与法律制度不能有效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和

外空军备竞赛。 

 为造福人类，外空应用于和平目的，不应被变成军事对抗的场所。 

 只有以条约形式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防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力，才能消除正在出现的外空军备竞赛的危险，保障所有国家外空资源的安全，

这对维护全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三. 基本义务 

 不在环绕地球的轨道放置任何携带任何种类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安置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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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不以任何方式在外空部署此类武器。 

 不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不协助、不鼓励其他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参与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 

 四. 关于国家履约措施 

 条约缔约国根据本国宪法程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或禁止在其领土或

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从事违反本条约的任何活动。 

 五. 将外空用于和平目的以及其他军事应用 

 本条约不应被解释为妨碍为和平目的对外空进行探索和使用，以及本条约所

不加禁止的其它军事应用。 

 条约缔约国应根据国际法普遍原则从事在外空的活动，同时不损害其他国家

的主权与安全。 

 六. 加强信任的措施 

 为增进相互信任，条约缔约国公布其外空计划，申报航天发射场的位置和范

围，以及要射入外空的物体的性质和参数，通报发射情况。 

 七. 关于争端的解决 

 如条约一缔约国被怀疑违反了本条约，提出质疑的条约缔约国或一些缔约国

应同被怀疑的条约缔约国进行磋商与合作，以调解出现的疑问，每一个提出质疑

的条约缔约国都有权要求被怀疑的条约缔约国作出澄清，而被怀疑的条约缔约国

有义务作出澄清。 

 如果磋商或澄清不能解决争端，则将出现的疑问连同有关证据提交条约的执

行机构讨论。 

 条约缔约国有义务在条约的执行机构调解所出现的疑问时提供合作。 

 八. 条约的执行机构 

 为促进实施本条约的宗旨和条款，条约缔约国建立条约的执行机构，该机构： 

 (a) 审议条约任一缔约国或一些缔约国关于怀疑某个缔约国违反本条约的

疑问； 

 (b) 审议有关条约缔约国所承担义务的履行问题； 

 (c) 组织并安排同条约缔约国的磋商，以便解决针对某缔约国违反本条约的

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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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任何条约缔约国的违约行为。 

 九. 条约的修正 

 条约任何缔约国都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对本条约所提任何修正的文本应提

交给保存国。保存国立即将所提修正分发给条约所有缔约国。如不少于三分之一

的条约缔约国提出请求，保存国应召开大会并邀请所有缔约国出席，以审议提出

的修正。 

 对本条约的任何修正须经条约缔约国多数票赞成通过，并按照本条约规定的

生效程序对条约所有缔约国生效。 

 十. 条约有效期和退约 

 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当某一缔约国认为，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情况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益

时，该缔约国有权按行使本国国家主权的程序退出本条约。该缔约国应在六个月

前将退约决定通知保存国，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

情况的说明。 

 十一. 条约的签署与批准 

 本条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本条约生效后，未签署的国

家可随时加入本条约。 

 本条约需经所有签署国按本国宪法程序予以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送交保

存国保存。 

 本条约将由保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予以登记。 

 十二. 条约生效 

 本条约在 20个国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交存批准书后生效。 

 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条约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

日起生效。 

 十三. 关于条约文本 

 本条约文本由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书就，每种文

本同等作准。提交给保存国/人保存，由保存国/人向所有签署和加入的国家提供

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