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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合办的航空航天系列专题讨

论会的报告 

 

  （2015 年 3 月 18 日至 20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

阿布扎比；和 2017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维也纳） 

 

 一. 导言 
 

 A. 背景和目标 

 

1. 鉴于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带来越来越多的惠益，所有主要行为体开展的空间活

动继续迅速扩大。空间工具对于应对人类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更广

意义上的空间安全总体环境服务于外层空间活动的全球治理。随着空间探索和利用

活动的继续增加，其与国际航空业务的互动也将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相关利

益攸关方之间加强参与和交流经验有着光明前景，有助于确保新出现和创新的空间

探索领域和航空航天活动能与国际民用航空的有序发展和开展一道蓬勃发展。 

2. 本系列专题讨论会的主要目标是，将航空界和空间界代表、包括商业和私营部

门代表聚集在一起，探讨航空和空间运输领域现有的监管机制和业务做法。本系列

专题讨论会探讨了与新出现的空间活动有关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同现有的空中交

通管理相比未来潜在的空间交通管理。还研究了系统、资产和基础设施保护领域。 

3. 此外，本系列专题讨论会讨论了与纪念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

十周年（外空会议+50）之前及之后进程有关的几个要素。专题讨论会与“空间 2030”

议程的长期远景关系重大，该议程将把空间治理与全球发展议程联系起来。“空间

2030”框架的核心支柱—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利用机会和空间外交—将确定

把空间视为一种工具用于可持续发展的产出。 

4. 本系列专题讨论会的基本优势之一是，提供一种跨部门平台，供广大航空航天

界对话并分享创新办法，包括航空、空间活动和亚轨道飞行等领域。该平台最终为

加强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注入了动力。 

———————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7 年月 11 月 21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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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系列专题讨论会努力促进加强航空界和空间界之间的对话，并且商定应将协

作看作是第一步。此外，有人表示，独特的机构间协调努力应反映在合作第二阶段

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空间学习小组和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的工作中。 

 

 B. 出席情况 

 

6. 政府官员，包括航空和空间活动监管实体的代表、来自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教育工作者以及私营部门和协会的代表作为受邀主持人、讲员、讨论小组成员和与

会者，参加了本系列专题讨论会。 

7. 鼓励来自所有区域的与会者出席由民航组织于 2015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主办

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会；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于 2016 年在阿布扎比主办的第二

次专题讨论会；由外层空间事务厅于 2017 年在维也纳主办的第三次专题讨论会。 

 

 C. 日程 

 

8. 在本系列专题讨论会上，讨论了下列议题： 

 (a) 航空航天界团结起来。在本专题下，来自航空、空间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

的各位代表展示了他们为促进航空航天活动中的创新而作的努力。来自航空和空间

机构、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实体的讲员利用该论坛交流意见，并介绍商业空间运输

的不同背景； 

 (b) 航空航天活动的监管做法。本专题致力于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国际航空法

和国际空间法中的法律和监管机制。本专题述及影响航空航天业务的因素以及——

为了确保民用航空的安全和可持续运行——亚轨道操作和空间活动。还探讨了在国

家一级促进可靠、一致和可预测的框架的监管观点； 

 (c) 与航空整合。安全管理和系统工程做法目前是航空领域中的常见做法。这

些做法是有用的概念，有助于整合管制空域内所有航空航天运载工具的操作。航空

航天运输供应商、航空航天运营商以及发射场、机场和航天港运营商派代表参加了

讨论； 

 (d) 并非遥不可及：航空航天运输的使用机会和公平。与空运相同，空间部门

必须具有包容性，并向所有人开放。本专题探讨各国和利益攸关方在新兴商业空间

运输业方面的多种机会； 

 (e) 激励下一代人。本专题激励并鼓舞当今的青年，让他们相信在商业航天业

中从业不是冒险，也不是做梦，而是很快就将成为现实。 

 (f) 商业空间运输的地面基础设施。本专题述及容纳商业空间运输和新出现的

亚轨道业务所需最低限度的地面基础设施。它研究了促进航天港基础设施兼容性和

互操作性的自愿合作机制。此外，还研究了航空航天部门的趋势，包括交流通信和

导航系统及重要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经验，以评估在更广大的航空航天界还期望在

哪些领域作出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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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对民用航空和亚轨道业务构成的风险。本专题概述了空间危害，包括空间

碎片和空间天气，对民用航空和亚轨道业务构成的危险，并研究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风险管理办法，包括空间情况认识在缓解空间业务和航空业务风险中的作用； 

 (h) 政府与航空航天利益攸关方合作。本专题述及当代和未来的合作努力，包

括发展地面基础设施，以容纳商业空间运输和新出现的亚轨道业务。该专题还述及

新出现的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以及参与航空航天领域公私伙伴关系的机会； 

 (i) 航空和空间教育方案的需要。本专题概述了以何种方式方法加强新的利益

攸关方的能力，以便扩大航空航天界并强化其活动。一个关键的目标是研究在为未

来的航空航天活动创造必要的能力方面相关利益攸关方可利用的机会，并且评估能

力建设需求； 

 (j) 促成航空航天运输演变的概念与展望未来。本专题述及利益攸关方业务可

利用的各种手段。它强调了各个要点，并总结了航空航天运输供应商、航空航天运

营商以及发射场、机场和航天港运营商的观点。本专题还描述了亚轨道业务将如何

影响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活动，述及空气空间的隔离与整合； 

 (k) 关于空中交通管理和未来潜在的空间交通管理的观点。本专题述及空中交

通管理，侧重于空间交通管理将来可能的要素。这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亚轨道业

务会如何影响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中的活动。述及小卫星发射和部署及未来超大星

座项目的影响。还研究了国际航空法和国际空间法对于确保航空航天活动的可持续

性的观点。 

 

 二. 意见 

 

9. 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专题讨论会提出了下列意见： 

 (a) 航空航天系列专题讨论会通过相互了解和认识对当前及未来航空航天活

动的共同感兴趣和关切领域，使航空界与空间界关系更加密切。本系列专题讨论会

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官员——包括航空和空间部门监管机构，以及国际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工业界和私营部门的代表——积极参与了整个系列的专

题讨论会； 

 (b) 第三次专题讨论会是本系列专题讨论会的最后一次，突出表明有兴趣参与

航空航天对话并维持定期交流的平台。民航组织秘书处将与外层空间事务厅一道，

在一项机构间努力中更加密切地合作，以研究是否有可能在迄今所取得成就的基础

上开展第二阶段的活动。也将与会员国合作，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提高人们对整个

航空航天界的机会、前景和挑战的认识； 

 (c) 航空安全和空间的可持续性是本系列专题讨论会审议的核心领域。空间碎

片和空间天气对空间飞行和空间业务以及航空构成的挑战和危害，被视为需进一步

讨论的关键领域。其他新出现的挑战，除其他外，包括数据收集、分析和保护；频

谱保护与无线电通信服务之间的有害干扰；保护重要的地面基础设施；空域管理和

利用；以及保护空间系统和航空系统。网络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需要航空、空

间和电信部门之间交流经验并开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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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有人指出，应进一步讨论有效管理通过空气空间往返空间的安全的相关问

题； 

 (e) 承认当前对发射有效载荷的需求且需求越来越高，以及发射能力不足无法

应对这种预测的需求增长； 

 (f) 新出现的商业空间运输部门正在迅速发展，以及本质上不同的国际航空机

制及空间飞行和空间活动机制分别需要政府间更好地协调，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民航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将在此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还认识到，国际海事组织

对于确定从海域上发射空间运载工具方面的关切领域可发挥作用； 

 (g) 鉴于适用于航空和空间活动的国际法律制度不同，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轨道

和亚轨道活动更宽泛视角中发射活动的复杂性，以消除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h) 轨道和亚轨道活动许可、授权和监督的国家监管框架、这些监管条例的适

用，以及开展这些活动的行为体的需求可受益于某些要求的统一。制定国际政策和

准则，包括有效监督公共安全以及适当考虑各区域的具体问题，被认为是协助进一

步制定此类要求的一种方式； 

 (i) 国家管理当局正越来越多地与工业界和私营部门合作，界定稳定性、一致

性和可预测性的最佳要求，以制定和适用商业空间运输国家监管框架，同时不妨碍

该部门的增长； 

 (j) 有人指出，空间部门新的行为者正在增加，空间领域的技术进步也在加快。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今后可能建立空间交通管理体制一事，这需要可与现有的

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和支助基础设施安全地互操作； 

 (k) 制定国际商业空间运输规定被认为是需进一步讨论的一个要素。在这方面，

需要考虑到新出现的航空航天活动（包括载人空间运输）、轨道和亚轨道环境的不

同性质、国际航空法和国际空间法与海洋法和海事法本质上不同的要求以及所涉政

府间机构的既定任务； 

 (l) 需要澄清应加以研究的航空航天活动的范围，包括拟订问题说明、进行差

距分析以及相应地确定必要的工作方案； 

 (m) 需要审议虑及相关风险的基于性能的标准，以便今后的技术发展具有灵活

性，提高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加强实施工作，以及保障有效管理安全； 

 (n) 需要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对话，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护公

共利益，包括安全和安保，以及促进工业界和私营部门在新兴航空航天领域的利益； 

 (o) 有人认为，空间学习小组是促进航空界和空间界之间对话的一种有效途径。

空间学习小组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将政府机关、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工

业界代表和私营部门行动者聚集起来，就航空和空间活动不同的现实和要求交流经

验和提高认识； 

 (p) 航空航天部门今后取得成功是一项共同的事业，有赖于通过公开的建设性

对话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而取得相互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