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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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国家对外空系统的威胁问题上可行的负责任行为相关 

准则、规则和原则提出的初步建议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感谢有机会参与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76/231

号决议1 召集的通过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外空威胁问题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 红十字委员会根据自身的人道主义使命和任务，通过本工作文件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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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它们如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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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初步建议。红十字委员会希望以这种方式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和第四次会

议的讨论作出贡献。2 红十字委员会的建议系根据国际社会――包括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在内――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并使其免于冲突的目标而提出。红十字

委员会有可能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开展工作过程中提交经完善后的建议和/或

补充建议；与此同时，红十字委员会邀请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考虑将这些建议纳

入拟提交联大第 78 届会议的报告。3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本文件迟交。 

 1 联合国大会，第 76/231 号决议，“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联合

国文件 A/RES/76/231,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 5 和第 6 段。 

 2 同上，第 5(c)和第 5(d)段。 

 3 同上，第 5(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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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施加限制的

与外空系统所面临威胁有关的现行国际法 

3. 尽管国际社会很久以来即希望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太空，4 但自太空时

代肇始，外空系统即一直被用于军事目的。随着外空系统在武装冲突期间的军事

行动中作用愈加重要，它们沦为打击目标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外空系统当前和未

来所面临的威胁包括：电子战、网络作战、定向能作战，以及使用在轨和地基反

卫星武器或是诸如有害的在轨交会和抵近操作等其他反太空军事能力。5 

4. 必须铭记的是，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6 ――无论是

通过动能手段还是非动能手段进行的军事行动――均非发生在法律真空当中，而

是要受到现行国际法的制约。7 各国应重申，保护外空系统免受国家行为威胁的

国际法文书和规则尤其包括：《联合国宪章》、包括《外层空间条约》在内的外

空法条约，以及武装冲突情境中的中立法和国际人道法。8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人道法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地球上的平民免受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

的军事行动影响。 

5. 重申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现行国际法所提供的保护和施加的限制，对于完

成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任务至关重要，因为就负责任外空行为规范制定工作提

出的任何建议，均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框架，且应以现行法律框架为基础并加强现

行法律框架。 

 二. 就国家对外空系统的威胁问题上可行的负责任行为相关准

则、规则和原则提出的初步建议 

6. 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可能对地球上的平民产生重大

影响，因为依靠外空系统支持的技术已渗透到平民生活的多数领域，从而使攻击

外空系统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成为一个人道主义关切问题。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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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部分第 2 段。 

 5 红十字委员会，工作文件，“国际法对武装冲突期间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相关的军

事行动的限制”，2022 年 5 月 3 日，第 2 页。 

 6 就本文件而言，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外层空间、向外层空

间、自外层空间和通过外层空间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针对外空系统进行的军事行动，无论

是针对外空组成部分、地面组成部分，还是针对二者之间的任何链路进行的军事行动。 

 7 《外层空间条约》第三条重申国际法适用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同上文脚注 4。 

 8 关于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之下对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的现

有限制，详细的讨论见：红十字委员会，“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器的潜在人道代价与国际人道

法提供的保护”，就联合国大会第 75/36 号决议所述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立场文件，

2021 年 4 月 7 日，第 2 至第 6 页。 

 9 关于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和人道主义行动造成的人道代价，

更详细的讨论见：同上，第 2 页；红十字委员会，在通过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减

少外层空间威胁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次会议议程项目 6(b)下的发言，2022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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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红十字委员会根据自身的人道主义任务和使命，主要关切的是在外层空间开

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使用武器行为及其他军事行动可能给地球上的平民造成的

人道代价。红十字委员会敦促各国就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

动作出任何决定时考虑上述潜在的人道代价。尤其是，考虑到对平民造成重大伤

害的风险，各国可决定像在《外层空间条约》当中所做的那样，出于一系列原

因，包括人道主义原因在内，泛泛禁止或具体限制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武器、敌对

行动或其他军事行动。 

8. 就负责任外空行为规范制定工作进行的任何讨论，也应以人道主义考量为基

石。为此，红十字委员会在本文件中的建议，重点着眼于采取措施尽量降低外空

系统所面临威胁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风险。这些建议在和平时期即已应予落实。 

 A. 建议 1: 各国不应开展或支持任何旨在或预计会扰乱、损害、摧毁或瘫

痪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必需和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保护

和运转所必需的外空系统的任何军事行动或其他活动 

9. 外空系统，尤其是导航、通信和遥感卫星，在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运转当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能源和通信部门。上述部门为提供平民所依赖

的基本服务创造了条件，例如食品供应、水、电、卫生设施、废物管理和医疗保

健。外空系统也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和应急反应作出贡献。此外，外空系统对于

受国际法特别保护的特定人员和物体的运转、保护、安全或维护也至关重要。执

行上述功能的外空系统遭到干扰或破坏，可能会对平民，包括人道主义组织在

内，产生深远的影响。 

10. 上述外空系统通常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例如国际人道法规定的禁止攻击民用

物体及其在武装冲突期间为特定人员和物体提供的特别保护(见上文第一节)。在

上述保护基础上，考虑到对平民造成伤害的重大风险和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效

果，各国应始终避免开展和/或支持会对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必需和受国际法特

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外空系统造成损害的活动，尤其是以

下系统： 

 对于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物品的生产和维护至关重要的系统，或是以其他

方式支持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用于生产食品的农业区、作物、牲

畜、饮用水设施及其供应、灌溉工程、电力以及通信等基本民用服务的

系统； 

 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例如宇航员、医务人员、医疗活

动、医疗设施、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体、民防组织、文化财产以及自

然环境――的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系统。一个例子是对于含有危险或有

毒物质的基础设施――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化工厂――的安全和

维护至关重要的外空系统，因为任何导致上述危险或有毒物质泄漏的事

故均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对于蕴含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设施――即拦水坝、防护堤和核电站――的

安全和维护至关重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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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建议 2: 凡可行情况下，各国应将外空系统(包括卫星、通信链路和地

面站在内)的军事用途与民用用途分开，尤其是就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

必需以及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系统

而言 

11. 现行国际法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军

事行动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会对地球上的平民造成影响的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

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为了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外空系统所面

临威胁的有害影响，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尽可能将用于军事目的的外空系统与用于

民用目的的外空系统分开，包括卫星、地面站和通信链路在内。从人道主义角度

讲，上述措施对于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必需和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

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外空系统而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12. 为此，凡可行情况下，开发或运营外空系统的国家和商业企业应努力开发和

使用专用的外空产品和基础设施，例如卫星有效载荷、地面终端、网络基础设施

和网络以及通信链路，或专用于军事目的，或专用于民用目的，尤其是就上述各

类人员、物体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运转和保护所必需的外空系统而言。各国还应考

虑将上述外空系统所依赖的通信链路与因特网分开。最后，各国应发挥监督和监

管作用，要求提供此类服务的商业卫星公司如此行事。 

 C. 建议3: 各国应确定、登记、标示、宣布和/或以其他方式指明其管辖或

控制下的应免受外空军事行动影响的外空系统 

13. 各国均应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上，努力确定、登记、标示、宣布和/或以其他

方式指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应免受军事行动影响的外空系统。这将是一种帮助防

止上述外空系统成为打击目标或受到损害的有效手段。 

14. 考虑到上文建议 1 和建议 2, 最需要确定的外空系统――无论是卫星、地面站

和终端，还是它们之间的通信链路――将包括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必需和受国际

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外空系统。 

15. 此外，若某个外空物体系完全专用于民用目的，包括完全专用于人道主义目

的，相关国家应根据《登记公约》10 予以确定、标示和登记，明确表明其在武

装冲突期间受国际法保护的地位。这对于受国际法特别保护的外空物体尤其有

益。一个这样的例子是专门服务于医疗目的的通信卫星，例如协助远程医疗和手

术或为医疗运输传输通信的卫星。确定、标示和登记此类卫星的地位，将有助于

确保它们在任何时候均能得到尊重和保护。11 

  

 10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4 年)，第四条第 1 款(e)项。 

 11 供参考：“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关于识别章程的附件一(经于 1993 年 11 月 30 日修

订)就医疗队或医疗运输使用(第六条第一款)的特殊信号(光信号、无线电信号和电子识别方法)

作出了规定，其中特别提到医疗运输可借助卫星系统传输通信(第十条第二款)。此外，各国可

探索是否可能出于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之目的在网络空间对外空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进行

数字化标示。举例来说，见：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数字化：益

处、风险及可行解决方法》，红十字委员会，日内瓦，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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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建议 4: 各国不应发展、试验或使用动能反外空能力，也不应针对外空

系统进行其他旨在或预计会制造外空碎片的有害作业 

16. 外空碎片有可能继续在生成碎片的轨道上运行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鉴于其

运行速度，碎片可能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损害或摧毁其他外空物体，包括提供基本

民用服务所必需的外空物体在内。若是在日益拥挤的轨道上，尤其如此。 

17. 若干不同的外空活动可产生碎片，其中尤其是针对外空物体进行的动能军事

行动，有可能远比其他很多外空活动造成更多碎片。就此而言，一国不应发展、

试验或使用动能反外空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和共轨反卫

星能力，也不应针对外空系统进行其他旨在或预计会制造外空碎片的有害作业。 

 E. 建议 5: 各国应合作提高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中用于人道主义救

援和应急反应的卫星服务的抗干扰能力 

18. 武装冲突及其他紧急情况中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应急反应为提供食物、水、卫

生设施、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民用服务提供支持。外空系统，尤其是气象、通

信、导航以及地球观测/成像卫星，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各个阶段均作出贡献，从

需求评估到紧急救援交付，从减少灾害风险到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建设复原能

力。 

19. 应建立到位一项国际协作与合作机制，以提高人道主义救援和应急反应所依

赖的卫星服务的抗干扰能力。国家外空机构及其他有条件的外空运营方，包括商

业企业在内，应积极响应其他国家以及诸如紧急救援部门和人道主义组织等行为

体的援助请求。可借鉴现有的国际合作与援助机制的经验。12 

20. 在这方面，能力建设对于提高抗干扰能力至关重要。拥有先进外空能力的国

家应与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分享经验，为建设或加强后者的技术、法律和政策能力

作出贡献。各国应考虑让其他利益攸关方，例如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商业

行为体和学术界，参与国际合作、援助和能力建设。 

 

     

 

  

 12 一个这样的例子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这是一项外空机构和外空系统运营方一道

努力出于救灾目的自愿提供卫星图像的全世界范围协作机制。此外，可参考信息和通信技术

领域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举例来说，商定“各国应对关键基础设施遭到恶意使用信通技术

行为破坏的另一国提出的适当援助请求作出回应”，见《从国际安全角度促进网络空间负责

任国家行为政府专家组的报告》规范 13(h)，A/76/135, 2021 年 7 月。 


	就国家对外空系统的威胁问题上可行的负责任行为相关 准则、规则和原则提出的初步建议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

	一. 对在外层空间开展或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行动施加限制的与外空系统所面临威胁有关的现行国际法
	二. 就国家对外空系统的威胁问题上可行的负责任行为相关准则、规则和原则提出的初步建议
	A. 建议1: 各国不应开展或支持任何旨在或预计会扰乱、损害、摧毁或瘫痪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必需和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外空系统的任何军事行动或其他活动
	B. 建议2: 凡可行情况下，各国应将外空系统(包括卫星、通信链路和地面站在内)的军事用途与民用用途分开，尤其是就提供基本民用服务所必需以及受国际法特别保护之人员和物体的保护和运转所必需的系统而言
	C. 建议3: 各国应确定、登记、标示、宣布和/或以其他方式指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应免受外空军事行动影响的外空系统
	D. 建议4: 各国不应发展、试验或使用动能反外空能力，也不应针对外空系统进行其他旨在或预计会制造外空碎片的有害作业
	E. 建议5: 各国应合作提高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情况中用于人道主义救援和应急反应的卫星服务的抗干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