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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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c) 

审议大会 A/RES/76/231 号决议第 5 段所载问题 

就与国家对外空系统的威胁有关的负责任行为的 

可能准则、规则和原则提出建议，包括酌情说明 

它们如何有助于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包括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文书 

  澳大利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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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工作文件 

  由澳大利亚提交* 

 一. 外空的重要性 

1. 从全球经济和国际通信网络到防御能力，外空日益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因此，所有国家均有责任在外空负责任地行事。 

2. 国际上商定的不具约束力的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对于确保可

持续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至关重要。这对于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质量，对于为所有

国家增加经济机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制定并践行自愿性的、非约束性的行为，

可加强外空方面的国际安全。此举可增强确定性和稳定性，而确定性和稳定性对

于鼓励在太空商业领域投资、促进太空商业领域发展从而实现普遍繁荣必不可

少。 

3.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可借以就外空领域何为负责任

行为、何为不负责任行为达成共识。上述共识有助于提供一个框架，对各国进入

和利用外层空间所适用的现行国际法律和指导准则起到补充作用。此类框架可促

进负责任的、透明的行为，并阻止具有威胁性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本文件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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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际法适用于外空 

4. 澳大利亚希望再次表示认同并重申本国支持现行法律框架。澳大利亚是所有

五项外空条约的缔约国，包括《外层空间条约》在内。我方鼓励所有航天国家加

入并遵守上述条约。 

5. 澳大利亚坚持如下立场：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适用于对外层

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所有国家在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时，均应以符合

本国国际义务的方式行事。 

6. 外层空间适用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相关规则包括区分原

则、相称原则、必要性原则、采取预防措施的要求、禁止不加区别攻击，以及禁

止使用会造成过分伤害的战争手段和方法。 

7. 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在外空促发冲突，也不会预先制止冲突。相反，这会提

醒我们，若外层空间内、自外层空间和通过外层空间发生了冲突，存在着适用的

可对外空领域的敌对行为进行规范的现行国际法。 

8. 在指出现行法律框架的重要性及其依然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同时，我方也承

认，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制造了空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上一次会议

表明，存在着现行法律框架未予禁止但却的确会加剧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误判的

行为。我们正试图通过在本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内制定不具约束力的负责任行为

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来予以填补的，正是上述空白。 

9. 某些外空活动即使合法，仍可能造成产生误解、升级局势或发生冲突的风

险。不具约束力的处理办法可让国际社会得以就开展上述活动设定期望，从而对

国际法起到补充作用。 

 三. 具有威胁性的行为 

10. 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可能会增加一国的意图被误判和误会的风险。就什么构

成具有威胁性的行为达成一致，可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奠定基础，因为

此举将厘清需在国际上推广的负责任行为。 

11. 负责任行为应包括透明和公开的行为――此类行为可为外空安全作出积极贡

献，减少误判的风险。 

12. 澳大利亚认为，要成其为外空威胁，可能要包含下列要素：有行为；行为系

由某个行为体实施；系故意实施；对人或物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伤害。 

13. 澳大利亚认为，以下是外空威胁的非详尽清单： 

• 故意生成大量对外空系统造成威胁的碎片； 

• 对外空系统造成威胁的不安全或不受控操作； 

• 对人类在外空的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或不作为； 

• 通过产生有害干扰而对外空系统造成威胁的行为或不作为； 

• 对人类外空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造成威胁的行为或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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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负责任行为 

14. 考虑到上文所概括的威胁，澳大利亚认为下列可行的不具约束力的和平时期

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将有助于减轻上述威胁： 

• 各国应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 

• 各国在外空、自外空、通过外空和向外空的作业应安全地进行； 

• 各国应避免危及外空内人员的生命； 

• 各国应避免造成有害干扰； 

• 各国应避免制造长期存在的轨道碎片； 

• 各国应就本国的外空政策、战略、理念、支出和重大活动发布相关信

息； 

• 各国应进行沟通并发出通知，以加强外空活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 各国应建立、维护和利用沟通渠道，以解决因外空活动引起的国际和

平与安全关切。 

 五. 行为上的反应 

15. 此外，为了有助于促进负责任的外空行为并解决具有威胁性的行为，澳大利

亚继续支持执行此前制定的规范框架，例如 2013 年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

政府专家组的建议以及《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措施可有助于澄清意图，减少误会和误判风险。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价值可

概括如下： 

• 提高外层空间的可预测性和安全性：各国可通过就发射活动和卫星部

署预先发出通知，以及通过就外空相关活动交流信息，减少外层空间

发生碰撞和其他事故的风险； 

• 减少误解和误会风险：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通过加强国家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以及通过就外空相关活动所涉能力和意图提供更多信

息，帮助减少可能导致冲突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误解和误会风险； 

• 促进外层空间的长期可持续性，促进负责任地利用外层空间：透明度

和建立信任措施可通过促进就外层空间活动制定和加强国际法律框架

和规范框架，以及通过鼓励航天行业和学术界参与国际上的透明度和

建立信任努力，帮助确保以可持续、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外层空间； 

• 鼓励开发新技术和新工艺：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通过鼓励开发诸

如天基传感器和数据共享平台等新技术和新工艺，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外层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 加强国际关系：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有助于建立国家间的信任和

相互理解，并为加强国际关系作出贡献，尤其是在外层空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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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下一步举措 

16. 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而言，澳大利亚所追求的目标自始以来一直是希望工

作组拿出能增强安全、透明度、稳定性、可预测性和信任的成果和建议。我方期

望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能够确定负责任的行为并协助改善国家之间的沟通和协

商。上述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准则、规则和原则以及实施透

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得以实现。 

17. 澳大利亚已表示，需重点着眼于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处理方法可确保定

义的限定范围不会被快速发展的技术超越，还可保留将来将军民两用能力用于其

开发初衷――诸如外空领域可持续性等积极目的的可能性。 

18. 就继续制定不具约束力的准则、规则和原则而言，我方建议：可通过在

2023 年 8 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之后重组本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来完成进一步的工

作。 

19. 此外，存在着在其他论坛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将于

2023 年 4 月完成其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相关工作，而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是

“负责任行为处理法”的一项重要组成内容。负责任行为也是裁军谈判会议防止

外空军备竞赛相关讨论的一项重要组成内容。秘书长计划于明年主办一次外空问

题高级别首脑会议。该会议将是在外空问题框架内探讨负责任行为的又一次契

机。 

20. 澳大利亚对安排区域会议讨论本工作组所涉问题的国家和组织表示赞扬。这

些区域会议有助于促进和增进对“负责任行为处理法”的理解。 

21. 此外，我方继续鼓励可能发展出行为守则或其他指导原则的商业性举措。 

22. 我方鼓励所有国家参与旨在进一步界定外层空间所适用的现行国际法体系的

各项进程。 

23. 澳大利亚期待着与国际社会合作，制定自愿性的、不具约束力的负责任行为

相关准则。历史已证明，最广受支持的外空工具，是通过叠代制定原则和准则打

造而成的。在展望未来之前，我们应确保已经有了商定的由不具约束力的透明度

和建立信任措施以及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构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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