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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层空间法



nn 〔本章重点〕〔本章重点〕

nn 1.  1.  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nn 2. 2. 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主要是责任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主要是责任

制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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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外层空间法的概念与发展

nn 一、外层空间法的概念一、外层空间法的概念

nn 11、外层空间是指空气空间以外的全部空间。、外层空间是指空气空间以外的全部空间。

nn 22、外层空间法，简称空间法或外空法，是有关外、外层空间法，简称空间法或外空法，是有关外

层空间的法律地位以及各国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层空间的法律地位以及各国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
活动的法律。它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活动的法律。它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

nn 33、外层空间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之间在探索、外层空间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之间在探索

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



nn 二、外层空间法的发展二、外层空间法的发展

nn （一）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有关外层空间的国（一）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有关外层空间的国
际文件有：际文件有：

nn 1.19671.1967年年11月月2727日《日《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
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的原则条约》。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的原则条约》。

nn 2.19682.1968年年44月月2222日《日《关于营救宇航员、送回宇航关于营救宇航员、送回宇航
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实体的协定》。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实体的协定》。

nn 3.19723.1972年年33月月2929日《日《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
任公约》。任公约》。

nn 4.19754.1975年年11月月1414日《日《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
的公约》。的公约》。

nn 5.19795.1979年年1212月月1818日《日《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
体上活动的协定》。体上活动的协定》。



nn （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五项决议还制定了五套（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五项决议还制定了五套
有关外空活动的法律原则：有关外空活动的法律原则：

nn 1.19631.1963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活动的原则宣言》。活动的原则宣言》。

nn 2.19822.1982年年1212月月1010日《日《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
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

nn 3.19863.1986年年1212月月33日《关于从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日《关于从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
》。》。

nn 4.19924.1992年年1111月月1212日《日《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
力源的原则》。力源的原则》。

nn 5.19965.1996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
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
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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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
的分界问题

nn 一、外层空间划界的各种主张一、外层空间划界的各种主张        

nn （一）在划界理论方面有两种主张：功能论和空（一）在划界理论方面有两种主张：功能论和空
间论。间论。

nn （二）在划界的高度上主要的主张有：（二）在划界的高度上主要的主张有：

nn 1. 1. 航空器上升最高限度说。航空器上升最高限度说。

nn 2. 2. 空气构成说。空气构成说。

nn 3. 3. 有效控制高度说。有效控制高度说。

nn 4. 4. 卡曼管辖线。卡曼管辖线。

nn 5. 5. 卫星轨道最低近地点说。卫星轨道最低近地点说。



nn 二、中国政府的主张二、中国政府的主张

nn 中国认为：选择一条适当的分界线不仅涉及复杂中国认为：选择一条适当的分界线不仅涉及复杂
的科学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法律的科学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法律
问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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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nn 一、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一、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nn （一）外层空间不得被据为己有。（一）外层空间不得被据为己有。

nn （二）外层空间自由。（二）外层空间自由。

nn （三）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三）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
并应为全人类的开发范围。并应为全人类的开发范围。



nn 二、地球静止轨道的法律地位问题二、地球静止轨道的法律地位问题

nn （一）地球静止轨道是指位于赤道平面上空距离（一）地球静止轨道是指位于赤道平面上空距离
地面地面35 87135 871千米的一条与赤道平行的圆形轨道。千米的一条与赤道平行的圆形轨道。

nn （二）各国基于各自的利益，对地球静止轨道的（二）各国基于各自的利益，对地球静止轨道的
法律地位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法律地位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nn １．赤道国家的主张。１．赤道国家的主张。

nn ２．反对赤道国家的主张。２．反对赤道国家的主张。

nn ３．持折中观点国家的主张。３．持折中观点国家的主张。

nn ４．中国政府的主张。４．中国政府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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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外层空间活动的
法律原则和制度

nn 一、外空活动的法律原则一、外空活动的法律原则        

nn （一）共同利益原则。（一）共同利益原则。

nn （二）自由探索和利用则。（二）自由探索和利用则。

nn （三）不得据为己有原则。（三）不得据为己有原则。

nn （四）为和平目的原则。（四）为和平目的原则。

nn （五）援救宇航员原则。（五）援救宇航员原则。



nn （六）国家责任和赔偿责任原则。（六）国家责任和赔偿责任原则。

nn （七）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和所有权原则。（七）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和所有权原则。

nn （八）空间物体的登记原则。（八）空间物体的登记原则。

nn （九）保护空间环境原则。（九）保护空间环境原则。

nn （十）国际合作原则。（十）国际合作原则。



nn 二、外层空间、月球和其他天体的非军事化二、外层空间、月球和其他天体的非军事化

nn （一）《外层空间条约》（一）《外层空间条约》对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对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
只作了少许的限制：只作了少许的限制：

nn １．各国不在环绕地球轨道上放置任何携带核武１．各国不在环绕地球轨道上放置任何携带核武
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

nn ２．各国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布置此种２．各国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布置此种
武器。武器。

nn （二）《外层空间条约》和《月球协定》（二）《外层空间条约》和《月球协定》规定了规定了
月球和其他天体实行较全面、严格的非军事化：月球和其他天体实行较全面、严格的非军事化：

nn １．月球和其他天体必须专用于和平目的。１．月球和其他天体必须专用于和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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