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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 

外层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b) 

审议大会 A/RES/76/231 号决议第 5 段所载问题： 

审议国家目前和未来对外空系统的威胁， 

以及可被视为不负责任的举动、活动和不作为 

  联合国大会关于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决议提案

概要 

  由美利坚合众国提交 

1. 美国计划在联合国大会第 77 届会议上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一项决议，

呼吁各国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因为此类试验可破坏国际和

平与安全，并危及外空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和所有国家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

外层空间的可能性。该项决议表明，美国致力于就外空活动制定提高透明度和建

立信任的措施以及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以便有望最终导致谈判一项限制破坏性

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美国鼓励所有国家承认破坏性

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支持该决议并作为外空安全的一

项主要原则作出其中所述承诺。 

 一. 背景 

2. 卫星，尤其是在轨人员，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之一，来自破坏性地试验直

升式反卫星导弹。通过实施反卫星导弹攻击而有意摧毁卫星，会产生碎片，其中

只有部分碎片可予追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碎片会扩散开来，成为使用受影

响轨道的发射系统和卫星所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危险。由于碎片和航天器以极高

的速度运行(在近地轨道上约为 17,500 英里/小时)，即便是一小片轨道碎片与航天

器相撞，都可能造成重大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害。取决于此种碎片生成的高度，其

在轨寿命可持续几天到几百万年不等。 

3. 卫星是所有国家经济前景和安全前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内和国际通信、

导航、天气预报、环境监测、边境监测、勘探、研究以及其他很多活动提供支

持。某一特定卫星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上述服务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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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器所携带的可供进行机动的燃料量。机动的目的既是要保持卫星在轨道上运

行，也是要避免与其他卫星或可予追踪的碎片相撞。当评估结论是某航天器很有

可能与碎片相撞时，操作人员可进行机动，以防止航天器遭受撞击。此种机动会

耗损可用的燃料量，从而缩短卫星的总寿命。在进行机动过程中，卫星还可能暂

时停止运转。可见，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会迫使提高避免航天器碰撞的

能力，会迫使进行分析，还会迫使为躲避此类试验所产生的碎片而采取本身可导

致天基服务和惠益中断的减缓行动，从而不必要地增加了所有国家的负担。 

4. 对载人航天飞行的影响甚至更大。居住在近地轨道的“人类使者”极易受到

外空碎片的伤害，必须采取重大预防措施，以避免很可能致命的碰撞。举例来

说，2022 年 6 月 16 日，国际空间站被迫进行了一次计划外机动，以躲避遭直升

式反卫星导弹试验摧毁的某颗卫星的一个碎片。 

 二. 相关的国际义务、指导准则以及联合国活动 

5. 虽然 1967 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

的原则条约》(《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但具体就反卫星导弹而言，并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规定。 

6. 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外空委)负有一项长期任务，

即处理与开展国际合作以推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包括组织相互交流

和传播外空研究相关信息。1 外空委制定的 2007 年《空间碎片减缓准则》是一

套各国为减少碎片的产生可以采取的自愿性措施。在卫星以及轨道级生命周期的

任务规划、设计、制造以及运行(发射、任务和处置)阶段，应考虑上述准则。其

中一项措施就有意摧毁在轨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的行为提供了指导；不过，

该条准则并不禁止摧毁行为。此外，外空委的任务当中不包含诸如破坏性直升式

反卫星导弹试验等安全相关问题。 

7. 长期以来，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一直作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相关任务

的组成内容，讨论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武器所带来的威胁问题，因为，某个国家

决定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首先涉及到安全问题，显然属于裁军和

国际安全范畴。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附属机构 3 在其 2018 年报告中着

重谈到裁谈会成员国对此类威胁的关切，并指出“防止发展和试验上述能力，包

括陆基能力在内，是这些代表团的当务之急。使用或试验反卫星导弹，可能产生

长期存在的碎片云，从而损害外空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 

8.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美国认为，一项呼吁各国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

星导弹试验的决议，完全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任务范围内。 

  

 1 外空委任务，第 1472(XIV)号决议(1959 年)： 

(a) 斟酌检讨国际合作之范围，并就可在联合国主持下妥善进行之和平使用外空方案研究其切

实可行之实施办法，除其他事项外，包括下列各点： 

(i). 提供协助，以便经常继续在国际地球物理学年范围内进行之外空研究； 

(ii). 筹办外空研究所得情报之互相交换与传播； 

(iii). 鼓励各国研究外空之研究计划，并尽可能供给一切协助，促其实现； 

(b) 研究探测外空所引起之法律问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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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决议的目标 

9. 联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SSOD-1, 1978 年)通过的《决议和

决定》第 80 段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

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

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谈判。” 

10. 为了推进联大第十届特别会议的上述目标，美国寻求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

决议，呼吁各国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破坏性地试验此类系

统是不顾后果和不负责任的，会危及外层空间的长期可持续性，危及所有国家对

外空的和平探索和利用。 

• 执行部分第 1 段呼吁作出的自愿性承诺，其确切措辞旨在实现下列目

标： 

• 切实限制在正常运行所产生的轨道碎片之外故意制造新的轨道碎

片； 

• 没有大量新的定义，易于理解； 

• 解决外空安全所面临的最大近期威胁； 

• 不侵犯固有的自卫权，不妨碍发展和使用弹道导弹防御资产，包

括不妨碍试验此类系统。 

11. 重要的是，美国认为，该决议草案呼吁作出的自愿性承诺，其措辞符合

2013 年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政府专家组报告(A/68/189)

所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标准。上述标准是，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必须： 

• 清晰、实用和证实有效：此项承诺及其目标所采用的措辞是清晰而切

合实际的――仅限于外空安全所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即破坏性直升式反

卫星导弹试验。案文易于理解，无需出台新的定义――新定义过去曾在

制定应对反卫星武器开发的方针方面造成挑战。 

• 能够予以有效的确认：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很可能可由很多

国家和商业性服务机构予以核实，而不仅仅是由美国核实，且无需进

行具有侵扰性的检查。此外，此类破坏性试验很可能可予溯源。 

• 减少甚或消除产生不信任、误解和误判的肇因：考虑到此类反卫星系

统所造成的威胁，停止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将会减少国家间

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减轻所有国家因此类有意进行的试验所产生的

碎片而面临的风险。 

12. 拟订所提议的承诺时――美国已作出该项承诺――美国决定不纳入“碎片”

一词，因为我方认识到，很多常规的外空操作也会产生少量碎片，而我方不想因

限制造成任何“轨道碎片”而无意间阻碍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美国没有添

加“有害碎片”这样的术语，因为该术语可能带来主观性，引发关于某次特定直

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所产生的碎片是否“有害”这种分散注意力的争论。相反，

美国将关注重点放在我们试图阻止的行为上，而不是仅仅放在结果上。事实上，

“破坏性”试验是以直升式反卫星导弹打击卫星，从而产生碎片形式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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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下一步 

13. 美国认为，争取通过所提议的这项决议，可使国际社会在解决外空活动所面

临的最紧迫威胁方面迈出重大的第一步。各国可通过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

卫星导弹试验和支持此项决议来维护国际社会确保外层空间始终免于发生冲突的

决心。此项决议的通过，将会是国际外空安全治理工作中一项务实而具有历史意

义的成就。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将表明，在解决外空安全相关问题方面，包括在防

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14. 不应将这项决议草案视为是在与联合国第一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决议争锋。我

方的理解是，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没有任何外空相关决议是在专门寻求限制破坏性

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 

15. 如历史所示，先作为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制定负责任行为相关规范，可最终导

致其被纳入将来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举例来说，联合国大会 1963 年

未经表决通过了 A/RES1884(XVIII)号决议，其中“郑重敦促所有国家：(a) 勿将

任何载有核武器……之物体放入环绕地球之轨道”。1967 年，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外层空间条约》也采用了类似的措辞。 

16. 美国承认，这项决议草案呼吁作出的承诺是有限的，并未涵盖所有反卫星威

胁。我方认为，借助“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外层空间威胁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以及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和联

合国大会开展的工作，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多想法，解决因国家行为而带来的威胁

外空系统安全的诸多其他挑战。 

 五. 结论 

17. 美国承认，很多国家并不打算发展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能力。但是，这样一项

决议所具有的宣示价值，并不取决于一国是否正在发展或已经发展了此种能力。

通过作出这样一项承诺，通过拥护这项决议，支持者可为在国际社会中将此项承

诺确立为一项新的负责任行为相关规范贡献自己的声音。 

18. 因此，美国认为，这项关于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决议草案会加强

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朝着防止外层空间发生冲突，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迈

出的一步。我方已经听到了希望与我们一道作出此项承诺的若干国家的回音，希

望其他国家也能加入此列。我方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

国，并邀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投票支持该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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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大第 77 届会议关于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决议

草案 

 大会， 

 序言段落 1: 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13 日第 74/82 号决议、2013 年 12 月 5 日

第 68/50 号决议和 2007 年 12 月 22 日第 62/217 号决议； 

 序言段落 2: 重申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适用于外层空间活动，

所有国家均有权在平等基础上按照上述法律不受任何歧视地探索和利用外层空

间；强调完全遵守上述法律的重要性； 

 序言段落 3: 强调《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

活动的原则条约》的重要意义； 

 序言段落 4: 强调须维护和平、安全、稳定、可靠且可持续的外层空间环

境，以造福于所有人； 

 序言段落 5: 感到严重关切的是外层空间有发生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重申防

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有利于促进和加强出于和平

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 

 序言段落 6: 注意到秘书长遵照联大第 75/36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及其关于

各会员国应研究其中所载想法的建议； 

 序言段落 7: 欢迎正在根据大会第 76/231 号决议设立的通过负责任行为准

则、规则和原则减少外层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内进行的讨论； 

 序言段落 8: 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在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附属机

构 3 之下进行的讨论； 

 序言段落 9: 欢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正在就执行《外层空间活动长期

可持续性准则》和《空间碎片缓减准则》开展的工作； 

 序言段落 10: 决心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执行段落 1: 呼吁所有国家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 

 执行段落 2: 呼吁所有国家继续讨论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步骤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竞赛，并制定和开发更多切实可行的步骤，包括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在

内，以便能够减少与外空威胁有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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