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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 

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 

审议大会 A/RES/76/231 号决议第 5 段所载问题 

  第二部分：关于国家行为对外层空间造成的威胁的现有国际

法律框架和其他规范框架 

  欧洲联盟提交 

 关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法律框架和规范框架早在二十世纪就开始发展，经过二

十世纪下半叶的演变，形成了现在的状态，主要以自愿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

则为基础。 

 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国际法毫无保留地适用于外层空间。因

此，国际法对于外层空间安全至关重要。为此，欧盟及其成员国促进国际人道法

和人权法对外层空间的适用。欧盟及其成员国坚定地致力于执行和加强有关外层

空间的国际法。然而，制定外层空间负责任行为自愿准则和原则也是加强外空安

全、可持续性和安保的务实办法。 

 一. 治理外层空间的国际法律原则 

1. 联合国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讨论维护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1958 年 12

月 13 日通过了第一项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决议，即第 1348 (XIII)号决议。

该决议当时就已经确认“人类对于外空祸福与共”，“共同之目的在使外空仅用

于和平之途”。通过这项决议，成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后来，通

过 1959 年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第 1472 (XIV)号决议，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 

2. 1961 年 12 月 20 日的联合国第 1721 (XVI)号决议首次确认一般国际法原则适

用于外层空间，规定“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对外空及各天体一体适

用”，并进一步解释称，外空及各天体可任由各国依国际法规定探测及使用，不

得为任何国家所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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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宪章》的适用随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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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空条约》，1967 年)第三条中得到确认。该规

定意味着各国必须遵守国际法中关于使用武力的门槛标准。《联合国宪章》第二

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

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此

外，《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

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

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4. 此外，1963 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两项关于外层空间的决议，这两项决议

后来成为《外空条约》的基础。第 1884 (XVIII)号决议呼吁各国“勿将任何载有

核武器或任何他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物体放入环绕地球之轨道，勿在天体上装

置此种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将此种武器留置于外空”。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原则在 1967 年《外空条约》第四条中再次出现。此外，第

1962 (XVIII)号决议正式规定了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原则。具体而言，它

强调，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各国在进行探索和利用

外层空间的各种活动时，应遵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第 1962 (XVIII)

号决议所规定的原则后来被纳入了《外空条约》。《外空条约》是国际空间法的

基石，确立了适用于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法律框架。自 1967 年以来，所有关于

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条约和决议都与《外空条约》有关。 

5. 此后，联合国大会每年都通过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决

议。此外，这些决议还敦促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那些拥有强大空间能力

的国家”，“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作为促进为和平

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 

6. 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适用于使用武力的任何国际法原则，包括习惯国际法

原则，都适用于外层空间。 

 二.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外空安全相关文书 

7. 《外空条约》是外层空间法最基本的法律文书，规定了促进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的总体原则。该条约显然受到先前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启发，将这些决议强调

的原则变成国际法。因此，自愿措施在历史上往往是第一步，当战略环境允许

时，可起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 

8. 《外空条约》强调要和平利用外空，规定了国际空间法的基本框架，其主要

条款包括禁止在外空放置核武器，将任何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放入环地

轨道，或在天体上安装此类武器；仅为和平目的利用月球和其他天体；各国可自

由探索和利用外空，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适用于外层空间；任何国

家不得对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任何天体，主张主权。 

9. 《外空条约》关于军备控制的主要规定载于第四条。各缔约国承诺： 

 不在环绕地球轨道或其他天体放置任何核武器或携带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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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天体配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部

署此种武器； 

 不在月球和其他天体建立军事基地或设施，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

或进行军事演习。 

10.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词未定义，但根据通常理解，包括核武器、放射性

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然而，条约不禁止通过外空发射可能携带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弹头的弹道导弹。 

11. 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发展了《外空条约》中已有的一些原则，包括

《关于援救航天员，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体之协定》(《援救协

定》，1968 年)，《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责任公约》，1972

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登记公约》，1976 年)，以及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月球协定》，1984 年)。 

12. 另一项明确提及外层空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是 1963 年《禁止在大气

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3. 无论是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还是另外两项拟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书草案，都不包含核查机制。 

 三. 其他外空相关文书 

14. 2002 年《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海牙行为准则》)虽然不是专

门针对外层空间的文书，但它针对空间发射活动等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活动，规

定了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如发射前通知。虽然《海牙行为准则》的不扩散目标

最重要，这一点也体现在《海牙行为准则》的标题中，但它也涉及外空问题，其

中第 2f 条规定，“应使所有国家都能享有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惠益，但

是在获取此类惠益和进行相关合作时，不得助长可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弹道

导弹的扩散”。 

15. 《海牙行为准则》要求签署国批准、加入或遵守三项主要外空国际公约，即

《外空条约》、《责任公约》和《登记公约》，进一步加强了《海牙行为准则》

与外层空间之间的联系。 

16.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设立于 1987年)是参与国用于限制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的

国际出口管制制度，其目的是控制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系统有关的商品和技

术出口，因此与外空安全间接相关。这类系统包括弹道导弹系统、空间运载火箭

和探空火箭等。《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准则》明文规定，该制度“无意妨碍国家航

天计划或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前提是这些计划不能助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载系

统的发展”。 

17. 此外，《国际电信联盟章程和公约》(《国际电联章程》，1992 年)起到了控

制和规范绕地卫星，特别是民用和商用卫星使用无线电通信和轨道的作用。《国

际电联章程》规定，无线电通信的监管应“确保所有无线电通信服务，包括使用

对地静止卫星轨道或其他卫星轨道的无线电通信服务合理、公平、高效、经济地

利用无线电频谱”，但补充说，“各成员国对于军用无线电设施保留其完全的自



A/AC.294/2022/WP.5 

4 GE.22-06693 

由权”。尽管如此，军用卫星必须尽可能遵守国际电联关于在遇险时提供援助和

采取措施防止有害干扰的规则。 

 四. 结论 

18. 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外层空间文书往往以先前在联合国

框架下通过的各种决议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为基础。因此，欧盟及其成员

国强调，商定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是朝着维护外空安全迈出的重要的第

一步，这些准则、规则和原则应涵盖所有相关威胁，不论是地对空、空对空、空

对地还是地对地威胁。 

19. 欧盟及其成员国承认，目前没有关于反卫星武器发展、测试和扩散的国际

法律文书或规范性文书。为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在今后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提交的文稿中阐述一项可能的规范性提案。欧盟及其成员国呼吁各国勿开展

此类测试。 

20. 除了确认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对外层空间适用，治理外空活动

的主要原则(任何国家不得据外层空间为己有、军备控制、自由探索、国家外层

空间活动的责任和外空物体造成损害的责任、妥善照顾、防止有害干扰空间活

动)也应视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程的基础。欧盟及其成员国还认为，必须考

虑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作为降低误解、误判和意外升级风险的又一条途径。 

21.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通常反映了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政府专家组等小

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自愿准则的确立是重要工具，有助

于塑造国际共识，建立信任，进而采取更有雄心的举措，最终有可能制定全面、

有效、可核查、具有法律约束力、涵盖所有外层空间相关威胁的文书。 

22. 自愿承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则和原则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不应

看作互不相容，因为治理外层空间活动的框架由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构成。需要同时依靠二者，才能维护安全、有保障且可持续的外空环

境，以公平且各方均可接受的方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从而造福今世后代。事实

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空间相关条约中的大部分规定均受到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载

原则的启发。 

23. 考虑到外层空间的特点，特别是双重用途问题以及归责和核查的难度，欧盟

及其成员国强调，在不排除未来可能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情况下，在现

阶段，加强外空安全和防止误解及误判最务实、最现实、最具体的办法是商定负

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并提高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海洋、网络

空间和电信等其他领域的行为准则是良好范例，在开展关于外层空间负责任行为

准则的工作时，可以考虑其他领域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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