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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2003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上，关

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事项工作组商定，秘书处应尽可能编拟一份对已从会

员国收到的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所作答复的分析性

摘要。根据该项请求，秘书处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5 年编拟了题为“对关于航

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的答复的分析性摘要”的文件（A/AC. 
105/C.2/L.249 和 Corr.1 和 Add.1）。这些文件归纳了 A/AC.105/635 和 Add.1-11
号文件所载从各会员国收到的调查表答复。 

2. 在小组委员会 2006 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工作组请秘书处使用 A/AC.105/ 
635/Add.12 和 13 号文件所载会员国对航空航天物体调查表的答复和日后的答

复，继续对分析性摘要进行更新。 

3. 本摘要综合了截至 2006 年 2 月 8 日从下列会员国收到的答复：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尼日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这些答复

载于 A/AC.105/635/Add.12-14 号文件。本摘要仅综合了与 2007 年 1 月前所收到

并载于 A/AC.105/C.2/L.249 和 Corr.1 及 Add.1 号文件的答复相比而言属新增加

或不同的答复内容。 
 

二. 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调查表的答复的分析性摘要 
 
问题 1. 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界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自身
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持留一段时间的物体？ 
 
4. 一种意见是，首先宜区分空间物体和航空航天物体之间的实际差异或具体

差异，并提及航空航天物体的一般用途及其所从事的活动类型，从而对其作更

精确的界定。 

5. 一种意见是，航空航天的空间包括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及其以外的空间，应

按照这一事实来考虑定义。从航空器的飞行，弹道导弹、地球卫星、航天器及

其他功能性和（或）非功能性人造物体的发射、制导和控制，包括从天然物体

等方面来看，大气层及其以上的空间经常被视为同一个活动领域。 
 
问题 2. 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 
空间而不同？ 
 
6. 一种意见是，航空法是在国家主权原则上确立的，因此国家可以对本国领

土上方的空气空间主张权利，空间法的法理和基本原理在于外层空间属全球共

有因而任何国家或个人不得对外层空间任何部分主张物权这一原则，因此该国

认为，适用的制度取决于功能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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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意见是，管理制度各有不同，因为普通国际法文书—1944 年《国际民

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规定，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有完

全的排他主权，而根据绝对法原则，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问题 3. 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空气动力特性和所采用
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是否有对这些物体的特别管理程序？或是否应对 
这类物体制订单一或统一的管理制度？ 
 
8. 一种意见是，航空航天法应属于根据情形加以实施的法律分支或一套法律

原则和规则，用以约束和规范航空航天活动和飞行。 

9. 一种意见是，技术在发展，航空航天物体的多样性也随之不断增加，有鉴

于此，如果根据某一特定物体的特征来制订适用的制度，该制度本身将无法操

作。因此不仅有必要考虑到技术，还有必要考虑到这类物体的功能和用途。 

10. 一种意见是，航空航天物体的特征差别不大，不过似乎的确应该区分只能

通过发射器才能飞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和利用空气动力特性起降的物体，尽管前

者是利用航空器的空气动力特性返回地球的。 
 
问题 4. 航空航天物体是在空气空间时即被视为航空器而在外层空间时即被 
视为航天器，并涉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还是在航空航天器 
飞行期间根据飞行目的地以航空法或空间法为准？ 
 
11. 一种意见是，如问题所述，可以根据飞行目的地来描述航空航天物体。但

是，假如目的地既包括空气空间也包括外层空间，就应当明确说明在哪种情况

下以哪一种法律为准。 
 
问题 5. 管理制度中是否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着陆阶段同从外层空间 
轨道进入空气空间随后又返回该轨道的情况特别区分为涉及不同程度的 
管理规定？ 
 
12. 一种意见是，必须按照航空航天物体起飞的具体特征来做区分。如果是作

为空间物体起飞的，则起飞和在外层空间的飞行都应受空间法约束，而作为航

空器着陆时，则应受航空法约束。 
 
问题 6. 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是否适用国内和 
国际航空法准则？ 
 
13. 一种意见是，考虑到一国的物体有可能意外“重返”另一国的空气空间，

该问题是特别重要的。特别是，假如该物体是完全或部分受飞行控制的，则应

根据现行的国家和（或）国际空气空间法继续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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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是否已有航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或）重返地球大气层期间过境 
飞行的先例？是否已有关于这种过境飞行的国际习惯法？ 
 
14. 有些国家认为，发射国和可能的着陆国之间确实存在着航空航天物体在空

气空间过境的规则和具体协议。鉴于外层空间探索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从中积

累了惯例，所以一定存在着先例。 

15. 一种意见是，关于习惯法是否存在的问题，有必要确定相关的做法是否常

见、统一并得到普遍接受，以及专家意见对其有效性或可取性是否认可。 
 
问题 8. 是否已有关于舫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或）重返地球大气层期间 
过境飞行的任何国内和（或）国际法律准则？ 
 
16. 所提供的答复与 A/AC.105/C.2/L.249 号文件及更正和增编 1 所载的答复摘

要相同。 
 
问题 9. 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登记规则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17. 一种意见是，目前适用于航天器或空间物体的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规

则，也应当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18. 一种意见是，既然登记意味着一国对其管理范围之内的动产行使管辖权，

那么国家登记制延伸到航空航天物体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若是国际当局开展的

航空航天探索活动，情况就不同了。 
 
问题 10.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1 
 
19. 一种意见是，应当首先明确划定空气空间的范围，才能确定空气空间制度

和外层空间制度之间的区别。 

20. 一种意见是，如对问题 2 的答复所述，根本区别在于事实上关于空气空间

的一般国际法有关原则承认一国对自己领土上方的空气空间有完全的排他主

权，而根据绝对法准则，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但决不能以此影响以上

所述的一般国际法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1 该问题是由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提出的。

只有在 2002 年之后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的调查表提交答复的国家回答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