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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中国 

[原件：英文] 

1. 中国航天业自中国政府 2000 年发布题为《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以来已取得
长足的进展。为增进世人对中国航天业最近五年发展情况的了解以及中国的近

期计划，中国政府于 2006年 10月发布了题为《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2. 新的白皮书共有五章：(a)中国航天业的发展宗旨和原则；(b)过去五年的进
展；(c)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d)发展政策与措施；及(e)国际交流与
合作。 

3. 将在定于 2007年 2月 12日至 23日举行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
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分发《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1. 2004 年 11 日 24 日在布拉格签署了欧洲协作国家计划欧洲空间局（欧空
局）章程之后，捷克共和国的空间活动协调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参加欧洲协

作国家计划的其他欧空局协作国家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该安排是与欧空局合

作的继续，这种合作是在欧空局科学实验发展方案的有限范围内于 1998 年开始
的。在该协作国家计划之后，这种合作现已更为密切，可以为捷克共和国的应

用型研究和私营公司开发空间技术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机会。 

2. 欧洲协作国家章程指明了捷克共和国可据此参加欧空局研究项目和工业项
目的各种活动。这些项目的资金来自于捷克共和国每年给欧洲协作国家计划所

提供的至少 100 万欧元的捐款。在方案开始时欧空局方案董事会和捷克官员选
定 11 项建议。这些建议的总预算为 280 万欧元，其中约 50%将用于空间科学，
20%多将用于地面部分，近 15%将用于地球观测项目，3%将用于卫星导航。在
对提交给捷克航天局的项目提案进行评估之后将在近几年内增加新的项目。欧

洲协作国家协定的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期满后还可延长。 

3. 欧空局与捷克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在 2006 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捷克共和国
被确认为欧空局两个方案机构的观察员：国际关系委员会和地球观测方案理事

会。根据捷克共和国总体战略而采取的这一重要步骤为进入欧空局的决策进程

提供了机会，应能使捷克最终成为欧空局的正式成员。 

4. 2006 年 1 月欧空局载人航天、微重力和空间探测项目主任介绍了“国际空
间站：独特研究基础设施（SURE）”项目机会公告，该项目为在国际空间站上
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项目提供了机会。SURE项目是由欧盟委员会根据第六份框
架方案供资的欧空局举措。该举措对欧盟会员国和联系国的科学家和中小型企

业开放，其中优先考虑欧盟新的成员国，包括捷克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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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种做法使得捷克科学家和企业首次有机会直接获得欧盟委员会的财政支
助，在国际空间站上开展研究并充当用户组牵头人，负责各种实验活动，包括

监督这些活动并担任欧空局与用户组成员之间的联络人。 

6. 为更好地协调与空间有关的众多活动，在捷克共和国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的主持下已对捷克空间活动理事会进行了改组。该咨询机构负责为政府协调在

本国开展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空间活动拟定建议。理事会由专家组成，专家人选

由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外交部，捷克科学院及参与空间相关活动的其他政府

实体和私营实体提名。外交部继续负责代表捷克共和国出席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的会议。已委托捷克空间办事处负责空间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工作，

该办事处系非盈利性组织，协助开展各种活动，包括组织举办研讨会和讲习

班。 

7. 捷克共和国以及欧洲联盟成员国还参加了欧盟委员会与空间有关的各种活
动。欧盟委员会和欧空局所采取的最为重要的联合举措是伽利略卫星导航系

统。根据政府 2005 年 10 月有关运输部的一项法令设立了全球导航系统协调委
员会，以确保适当参与伽利略方案的工作。 

8. 伽利略系统的一种很有希望的用途是互联网卫星导航信号网，这是一种将
卫星导航的强大功能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新技术。目前通常通过全球移动通

信系统的无线网络或通用分组无线业务即可获得欧洲地球静止导航重叠系统

（导航重叠系统）的高精度导航信息，而不论任何地球静止卫星的可见度如

何。捷克共和国建议以欧空局/互联网卫星导航信号网为基础开发现有工具，包
括视可能在捷克共和国建立互联网卫星导航信号网的特别点，并使用这类工具

开发具体的应用。该项目将使欧盟新的成员国更加了解使用导航重叠系统和互

联网卫星导航信号网的各种可能性。它将扩大捷克共和国的实际知识和经验，

使得本地企业为使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做好准备，并使公众得以了解伽利略系

统的各种应用。此外，它将在欧洲利用互联网卫星导航信号网开发新的工具。 

9. 国际天文学联盟第 26 届大会 2006 年 8 月 14 日至 25 日在布拉格举行，近
2,500 名天文学家出席了这届大会。鉴于 1967 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
盟大会所取得的成功，布拉格于 2006年再次被选为天文学联盟大会的会址。 

10. 按惯例大会在科学方面的安排涉面很广，分为 6 次专题讨论会，17 场联合
讨论会和 7 次特别会议和 4 次特邀演讲，基本上涉及当代天文学的所有课题。
在布拉格举行的这次大会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安排了“热点课题”会议，目

的是跟上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会议取得的最突出结果是提出了有关行星的新定

义，根据该定义，太阳系行星的数目减至八个。大会的其他决议述及坐标参考

系和向公众介绍天文学的章程。 

11. 在这种情况下，捷克对研究危险近地物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其研究方案
中对小行星的特点展开调查的两个主要的科学机构是：布拉格附近的 Ondrejov
捷克共和国科学院天文学研究所和波希米亚南部 Klet山（纬度为 1070米）的天
文观测台。 

12. 天文学研究所的近地物体项目有两个主要任务：首先是主要为研究旋转情
况和辨认双星而对近地物体进行测光观察，其次为天体测量学（对近地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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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进行精确测量并计算其轨道）。近地物体项目得到了捷克共和国科学院科

学资助机构和观察项目空间疆域基金会的支助。 

13. 截至 2006 年 10 月底，Klet 天文台总共发现了 825 个已编成目录的小行星
（已知轨道的小行星）。根据其发现的数目，Klet 天文观测台位居该领域世界
天文台前 15 名之列，其观测成果包括对最近发现的并且可能具有危险性的三个
小行星展开了天文学测量。尽管 Klet 天文台拍摄到的绝大多数小行星为主带小
行星，但也发现了两个阿莫尔（Amor）之类的小行星和一个特洛伊木马
（Trojan）之类的小行星。 

14. 每年十月捷克共和国都将举办世界空间周活动。公共天文观测台和天文馆
在捷克有着悠久的传统，从而促进了公众对天文学以及空间科学和技术的应用

的了解。2002 年捷克空间办公室组织了捷克的第一次世界空间周活动。全国各
地超过 25 个实体共同努力鼓励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广泛参与这项活动。正如空
间周国际协会的报告所示，最近的重点是在媒体上作专门介绍，举办讲座和展

览。 
 
几内亚 
 

[原件：法文] 

1. 作为一个属于发展中国家集团的西非国家，几内亚在技术上的进度不够
快，目前没有开展任何外层空间的活动。不过考虑到空间活动的数目有增无

减，几内亚对确保外层空间的安全，清除废弃物并消除所有其他风险以便能更

为有效地加以利用十分关注。 

2. 几内亚设立环境部并在该部中设立全国环境观测和监测中心就是为了应对
环境问题造成的许多难题。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监测环境，以便保障人民的福

利。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人的活动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这种影响无国界之

分。 

3. 由于几内亚尚未加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
第四十四届会议为几内亚了解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加入委员会的先决条件以及

几内亚能够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机会，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加入了外空委员会，

几内亚的目标也是希望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肯尼亚 
 

[原件：英文] 

1. 导言 
 
1. 肯尼亚在空间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活动可以追溯到 1962 年，当时罗马大学
“La Sapienza”的一名意大利科学家表示有兴趣在肯尼亚海岸开展空间科学研
究，就此罗马大学代表意大利政府与当时内罗毕的东非大学皇家学院代表肯尼

亚政府进行了换文。由此在肯尼亚东海岸的马林迪建立了圣马科卫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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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肯尼亚的土地上首次发射了一颗卫星，这比俄罗斯 1957年发射“人造
地球卫星一号”（Sputnik-1）只晚了十年。 

2. 肯尼亚根据大会第 3182（XXVIII）号决议和 1974 年 2 月 11 日大会主席致
秘书长的信函（A/9492）于 1973 年加入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肯尼亚是
第 37个加入委员会的国家。 

3. 在肯尼亚,空间科学和技术有着许多用途，其中包括备灾和减灾、天气预
报、矿产勘探、农业、水资源管理、土地测绘和电子通信。 

4. 肯尼亚与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南非共同设立了非洲资源和环境管理卫
星星座系统，用于更好地管理非洲的资源。 
 

2. 空间科学政策 
 
5. 1992 年肯尼亚政府建立了国家科学和技术专题工作小组，负责起草空间科
学和技术政策。1993 年该专题工作小组提交了报告，国防部部长草拟了一份内
阁备忘录，随后内阁批准了在国防部内设立国家空间科学和技术秘书处。 

6. 该秘书处将负责主导所有空间科学和技术举措并编拟一份科学和技术政策
草案，以此作为在这些事项上的指导文件。不过秘书处迄今尚未成立。2006 年
非洲资源和环境管理举措为采取行动设立该秘书处提供了动力。 
 

3. 非洲资源和环境管理举措 
 
7. 在 2005 年 2 月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三届
会议期间，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三个会员国的代表共同讨论了设立

协助管理非洲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机构的设想。这些代表商定于 2005 年 5 月在阿
尔及尔举行协商会议。由于肯尼亚所处的战略位置，三国集团商定将邀请肯尼

亚参加于 2005 年 9 月在南非举行的第二次协商会议。2005 年 11 月在尼日利亚
举行了第三次会议，随后于 2006 年 7 月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下一次会议将于
2007年在内罗毕举行。这四个国家有望签署一份意向声明。 
 

4. 圣马科项目 
 
8. 圣马科项目位于肯尼亚东海岸的马林迪。该项目是根据得到意大利政府和
肯尼亚政府联合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而设立的。该项目由发射平台、追踪和

管制卫星的地面台站及遥感台站组成。之所以选择马林迪是因为其位于非洲大

陆东海岸并且毗邻赤道。 

9. 欧洲空间局、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及各种政府和私营机构均使用马林迪
基地发射卫星并对卫星进行追踪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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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展资源测绘区域中心 
 
10. 发展资源测绘区域中心 1975 年在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统一组织（现称非
洲联盟）的组织下成立于内罗毕。该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政府间组织，有 15
个成员国：博茨瓦纳、科摩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毛里

求斯、纳米比亚、塞舌尔、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干达和赞比亚。 

11. 该中心的核心服务包括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培训：勘察和测绘、数字摄影
测量学、数字地图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数据库的开发和

管理以及通用信息技术。该中心还在以下领域提供咨询服务：勘察和测绘、遥

感的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资源评价与管理、地理空间数据库

的开发与环境管理。该中心提供有关勘察和测绘设备的维修和校准服务。 
 

6. 资源勘察和遥感司 
 
12. 1976 年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内设立了资源勘察和遥感司，由肯尼亚政府提
供资金并得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的支助。 

13. 该司的任务是收集、储存、分析和传播有关自然资源的地球空间信息，以
便就可持续发展问题作出行之有据的决策，目的是减轻贫困和土地退化。该司

收集的数据为肯尼亚的政策拟定与发展计划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7. 肯尼亚气象司 
 
14. 肯尼亚运输和通信部内的气象司是全世界为实施可靠的和可持续的发展举
措而努力监测、了解和预测天气和气候情况的一个支柱。 

15. 该司还提供了包括植被监测服务在内的海洋学和其他环境数据。公共服务
包括提供面向公众的和用于航空业和海运业的每日天气预报。已将这些短期、

中长期天气预报纳入国家经济规划和管理方案。 
 

8. 发展问题政府间管理局气候预测和应用中心 
 
16. 1989年在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持下东非和南部非洲 24个
国家在内罗毕成立了发展问题政府间管理局气象预测和应用中心。 

17. 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开展天气监测和预报工作，就恶劣气候活动发出
预警并在其他社会和经济部门中减轻这些活动对农业生产、粮食安全、水资

源、能源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该中心就旱灾、水灾和其他恶劣气候活动提供咨

询意见和及时的预警。 
 
 
 
 



 

 7 
 

 A/AC.105/887/Add.1

9. 全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18. 1977 年议会根据肯尼亚法律第 250 章通过法案在科学和技术部内设立了全
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权就与科学和技术活动相关的所有事项向

肯尼亚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并就发展问题展开必要研究。 
 

10. 批准与外层空间活动有关的国际协议现状 
 
19. 肯尼亚迄今为止批准了与外层空间活动有关的以下国际协议： 

 (a)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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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1971年《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2； 

20. 肯尼亚已加入的其他协定包括如下： 

 (a) 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3； 

 (b) 1971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协定》4； 

 (c) 1976年《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公约》5； 

 (d) 1992年《国际电信组织联盟公约》6。 
 
菲律宾 
 

[原件：英文] 

1. 由于认识到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在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菲
律宾在拟定空间技术应用国家方案上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于 2005 年 11 月 15 日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空间技术应用与研究问题大会，这次大会汇集了菲律宾全国

空间技术方面的利益攸关方。参加第一次全国大会的有地方政府、学术和研究

机构、政府和私营组织以及参与空间技术相关活动的私营公司。该活动是由菲

律宾科学和技术司通过菲律宾先进科学与技术研究和开发委员会举办的，后者

系科学和技术司负责先进科学与技术和相关领域活动的部门委员会。 

2. 在这次全国大会上，菲律宾空间技术的用户、供应商和开发商聚集一堂，
努力草拟和推行国家方案，促进使用和研究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卫星通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10 卷，第 8843 号。 

 2 同上，第 961 卷，第 13810 号。 

 3 同上,第 480 卷，第 6964 号。 

 4 同上,第 1220 卷，第 19677 号。 

 5 同上,第 1143 卷，第 17948 号。1994 年该组织改名为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25 卷，第 312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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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有助于本国发展的技术。该全国大会尤其认真研究了空间技术在解决自然

资源的核算、环境管理、监测灾情和减轻灾情、通信、减轻贫困和可持续发展

规划等问题上的用处和惠益。 

3. 在第一次全国空间技术应用与研究问题大会之后拟定了具有协调一致的空
间技术国家方案，其中考虑到了千年发展目标、水部门发展战略和信息社会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结果。为此目的，第一次全国空间技术应用与研究问题大会

通过了国家行动议程、标志性项目和促进菲律宾空间技术部门发展的能力建设

方案。该大会还确定了为方案筹集地方和国际资金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

加强利益攸关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 

4. 为准备第一次全国大会，几个月前在菲律宾各地举行了各种讲习班。就空
间技术应用所可能涉及的问题及拟议的解决办法征求菲律宾各区域和各省份相

关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学术和研究机构的代表的意见。这些讲习班所涉专题

包括卫星通信应用、气象卫星的应用、自然灾害监测、使用借助于卫星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进行灾害管理以及空间教育的发展。 

5. 将把第一次全国空间技术应用与研究问题大会的报告以只读光盘存储器的
形式在定于 2007年 2月 12日至 23日举行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
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