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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席提交的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未来作用和活动的 
工作文件（A/AC.105/L.268 和 Corr.1）的评述 
 
捷克共和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捷克共和国从一开始便支持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未来作用和活动展

开讨论并请该委员会主席起草关于这一主题工作文件的想法。捷克共和国认

为，主席编写的工作文件（A/AC.105/L.268 和 Corr.1）为讨论奠定了考虑周全的

基础，因为该文件不仅对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评价，而且还

介绍了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产生进一步有益成果的若干举措。但捷克共和国认

为，该文件未能在重视科学和技术事项的同时对法律问题给予适当的注意。因

此，我们的评述主要论及该文件所涉法律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法律小组委员会对

委员会活动可能作出的贡献。 

2. 该工作文件主要在第 9 段述及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捷克共和国原则上

同意主席所作的评价。经过对“发射国”这一概念的审议和对各国和国际组织

在空间物体登记做法上的审查而通过了大会相关决议（分别为 2004 年 12 月 10
日第 59/115 号决议和 2007 年 12 月 17 日第 62/101 号决议），这些审议和审查

表明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努力澄清和阐述与落实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相关的某些方

面的工作上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这些项目已经由各特别工作组在多年期工作计

划基础上进行了审议，由此展开的讨论是法律小组委员会近年来最富有成果的

__________________ 

 * A/AC.105/L.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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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一部分。对于同意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程上列入一个这方面的新项

目，即“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资料一般性交换信息”，

捷克共和国也可以表示欢迎。 

3. 同时不能不看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目前在其议程上有三个根据工作

计划应加以审议的项目，去年甚至更多，而法律小组委员会则不同，近几年只

有一个要审议的这类项目。此外，与该项目有关的各主题并没有导致空间法的

进一步发展，而只是促进了现有规则的适用和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空间法有限

领域中的做法。但是就拟订可能的条例而言，有些议题值得法律小组委员会审

议，其中一些议题甚至是小组委员会成员年复一年一再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问

题，在讨论委员会未来活动和法律小组委员会对委员会目标的贡献时，不应对

该问题置之不理。 

4. 该工作文件还在其他一些段落提及法律小组委员会可能发挥的作用。例如

在第 20 段提出这样的想法，即邀请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主席除向科学

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提出报告外，还应就国际委员会内部讨论的提供全球卫星导

航服务所涉法律问题向法律小组委员会报告，这一想法就值得欢迎。应当鼓励

法律小组委员会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拟订朝此方向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

议。为此目的，捷克共和国认为，可以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程中列入一个适

当的项目，作为一年期审议的单一问题。 

5. 另一方面，对该工作文件其他某些方面需要加以进一步阐述，适当考虑到

法律小组委员会参与这些活动以及空间法领域非政府组织最终也参与这类活动

的可能性。 

6. 最后，该工作文件第 26 至 29 段述及“交通规则”专题。尽管该专题不应

以修改现行条约制度为其目的，但是就空间营运的最新实际情况拟订建议，或

许有助于采用适当规则。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帮助的，除了律师之外，还有谁更

有资格？是不是法律小组委员会的与会代表和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因此，

如果设立工作组，由其负责分析未来空间营运交通规则的概念，就不应只是鼓

励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积极参与这一工作组的工作，而且还应当

寻求与法律小组委员会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以便探索拟订适当规则的

各种渠道和可能性。 

7. 按照该工作文件第 33 至 35 段的建议，需要相关法律实体展开合作的另一

个问题是，保护和/保全月球和太阳系其他星体的指定区域或外层空间本身的某

些部分。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仅包括选定场址，而且还包括采取措施对其加以有

效地保护。在这方面，不仅应当鼓励空间研究委员会和国际宇宙航行科学院

（宇航科学院）参与，而且还应当鼓励国际空间法研究所（空间法研究所）、

欧洲空间法中心和国际法协会空间法委员会参与。这样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

义，其原因是，联合国空间条约之一，即 1979 年《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

上活动的协定》（大会第 34/68 号决议，附件）第 7 条第 3 款已经预见到将月球

某些区域并因而还将太阳系其他星体指定为“必须为此商定具体保护安排的国

际科学保护区”的可能性。此外，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把 1967 年《关于各

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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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22 (XXI)号决议，附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适当考虑，该条约是当今主要

的空间法文书。 

8. 最后，为了审议该工作文件第 36 至 38 段所设想的“航天客运”发展情

况，必须全面分析相关的法律问题。捷克共和国同意按照该工作文件第 38 段的

建议，邀请空间法协会和宇航科学院在国际宇航联合会的支持下“审议未来商

业化太空运输系统非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类审议中，法律小组委员会

也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要通过审议提出对这类发展的远景设想，并将其

报告给委员会。为了更详细地审议这个问题，作为准备步骤，至少应当在适当

时候将其作为单个讨论问题/项目列入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程。 

9. 当然，还有一些重大议题也应当在委员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进行更为详

细的讨论。其中一个议题是探索和利用月球及其他天体的法律制度问题，包括

未来探索其资源问题。这一制度的依据载于《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1979
年月球协定》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但迄今加入这一协定的国家为数有限。尽管

如此，既然《月球协定》是一项已经生效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就应将其视

为生效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而且最终有可能根据探索太阳系天体所取得的

进展对其加以审查，使该协定对更多的国家具有吸引力。最近几次非政府一级

的讨论已经对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过审查。在法律小组委员会中也曾提出

这一问题，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地位和适用问

题工作组的任务。捷克共和国认为，这一议题迟早应当成为委员会及其两个小

组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单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