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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于19 8 1年 6月 2 2日至 7月 2日在联合国 

总部举行第二十四届会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彼得•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 

副主席：太奥多尔•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 

报告员：卡洛斯•安东尼奥•贝登科尔特•布埃诺先生（巴西) 

委员会会议的逐字记录载于A/AC. 105/PV. 2 1 6 - 229号文件。 

A.附属机构的会议 

2.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于1981年2月2日至13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笫十/旧会议，由卡弗先生（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已编为 

A/AC. 105/287 和C。rr. 1 — 3 号文件印发 

3. 法#/〗、组娈员会于1 9 8 1年 3月 1 3日至4月1 0曰在联合国曰内瓦办 

事处举行第二十届会议，由尤金尼厄斯•维兹纳先生（波兰)担任主席。小组委员 

会的报告已编为A/ac. 1 0 5 / 2 8 8号文件印发 

4 大会笫34/50号决议决定以两年作为试验期间，停止提供简要记录；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第35/10号决议，决定准许法律小组委员会专门讨论 

各公约草案和其他法律文书的编制工作的会议为这一条规定的例外，但须于大会第 

三十六届会议根据会议娈员会的建议并参照所得经验重新审查。小组委员会会议 

的简要记录载于A/AC. 105/SR. 340 — 359号文件。 



B.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 

5。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1 9 8 1年 6月 2 2日举行的开幕会议上通过 

下列议程： 

1.通过议程 

2.主席致词 

3.交换"^：意见 

4>.科学和技术小组娈员会笫十AJI会议工作报告（A/AC. 105/287 

和 Corr, 1 — 3 ) 

5.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工作报告（A/AC. 105/288) 

6 .其他事项 

7.提交大会的委员会报告 ‘ 

1.出席情况 

6.下列各会员国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证、賊斯洛伐克、厄瓜多 

尔、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 

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西班牙、苏丹、 

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溶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马拉圭、委内瑞拄越南、 

南斯拉夫。 

7.同时，法律小組委员会主席柞第二届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秘书长也出席本届会议。 

8 .委员会在第2 1 6和 2 I 9次会议上决定应土耳其和古巴的要求，请两国 

代表出席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并于适当时向委员会讲话，但有一项了解，即这 

项决定将不影响今后对这类要求的决定，而且这并不表示娈员会就地位问题作出了 

任何决定。委员会还决定，这一安排，经必要修正后，也适用于第二届联合国探 

索及柙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会议。 

9 „委员会在笫2 1 9次会议上也向教廷观察员发出同样的邀请。 

10.联合国秘书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自然资源和能源司、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救灾专员办事处）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和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中心（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代表也出席了本届会议。 

11.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联合国粮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 

织）；国际民用渐空组织（民航組织）；世界气象組织（气象组织）；国际原子能 

机构（原子能机构)；欧洲空间局（欧空局）；国际科学联合备理事会（科联理事 

会）；空间研究委员会（空间研委会）和国际航天联合会(航天联合会)的代表也 

出席了本届会议。 

12.参加本届会议的代表名单载于A/AC. i05/xxiv/ru:F. 1号文件。 

文 件 

13.除了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之外，委员会还收到下列文件: 



A/AC 105/257 /Add 1/ 

Rev, 1 和C or r, 1 

A/AC 105/287和Corr.卜 3 

A/AC. 105/288 

A/AC 1 0 5 / 2 8 9 

A/AC. 105/290 

A/AC 1 0 5 / 2 9 1 

A/AC. 105/292 

A/AC. 105/工.124 和 Corr. 

A/AC. 1 0 5 / i 125 

会议进行情况 

联合国空间应用专家提交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 

会的报告：遥感应用览表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法律小组委员会笫二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遥感应用柞卫星通讯促 

进教育和发展讨论会的报告(1 9 8 I 年 3 

月11一19日，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 

巴） 

联合国遥感应用和卫星通讯促进教育和发展区 

域讨论会的报告（I 9 8 1 年 4 月 7 — 1 4 

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全球大气研究方案（大气研究方案）——世界 

气象组织的报告 

国际遥感应用和卫星通讯促进教育祁发展讨论 

会的报告（1 9 8 1年 4日 2 1 — 2 5日， 

法国，图卢兹） 

第二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国际航天联合会（航天联合国）就空间科 

学和技术的发展情况提交联舍国的报告 

. 1 4委员会主席在本届会议开幕的第 2 1 6次会议上发了言，他综述了委员会 

备附属机构的工作并扼要叙述了娈员会的工作。主席的发言附于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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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委员会于1 9 8 1 年 6 月 2 2 日 至 2 5 日 第 2 1 6 、 2 1 7 、 2 1 9 至 

2 2 1次会议上进行了"^：性意见交换。在意见交换期间，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 

阿根廷澳大禾现、奥地利、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肯尼亚、蒙古、荷兰、尼日尔、尼日 

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联、 

联舍王国、美国、马拉圭、委内瑞拉、越南。这些发言载于委员会第21.6^217、 

219、220和221次会议的逐字记录（A/AC. 105/王又216、217和219-221 1 

16.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发了言。国际航天联合会、欧空局、空间研究委员 

会、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和粮农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这些发言分别载于委 

员会会议笫2 1 7和2 2 1次会议的逐字记录 （A/AC. 105/ P V . 2 1 7和 

2 2 1 )。 

17 .委员会第2 1 9次会议设立一个由纳比勒。埃拉拉比先生（埃及）担任主 

席的非正式工作组，以审议有关直接电视广播卫星的问题。 

18.委员会对欧空局阿里亚尼火箭第三次试 成功表示满意，该火箭将欧洲的 

气象卫星—2号航天器和印度的APPiE (阿里亚絲客有效载荷实验)航天器射入 

地球静止轨道。委员会又注意到美国航天 机轨道航行器哥伦比亚号成功 行。 

美国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放映了航天 机 行的电影和幻灯片。委员会进一步 

注意到，在1 9 8 1年5月，苏联航天员在礼炮6号一联盟轨道研究联合体内进行 

的长时期空间载人 行计划以及国际航天员在“国际宇宙”计划上进行的任务巳顺 

利完成，委员会又注意到在1 9 7 8年3月至1 9 8 1年5月，联盟号航天器和礼 

炮6号航天站载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匈牙利、 

越南、古巴、蒙古和罗马尼亚的九名国际航天员同苏联航天员一道 行。 

19.委员会审议了各项目后，在 I 9 8 1年7月2日的第229次会议上通过 

了提交大会的报告，其中载有下列各项建议和决定。 、 



二、建议柞决定 

A.科学柞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20.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科学柞技术小組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AC . 

1 0 5 / 2 8 7和C o r r . 1和 2 )。委员会审议了报告内小组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后，表 

示了下列各段内所载的意见。 

1、用卫星遥感地球 

21.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5/14号决议核 

可的委员会建议，重新优先考虑用卫星遥感地球的问题。委员会也注意到，在小组 

委员会的辩论期间，各国代表团重申了它们对遥感问题的基本立场——这些立场曾 

载于小组委员会前几届会议的报告。 

2a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应委员会去年的要求，同会员国合作编辑和修订了综 

M感目录（A/AC . 1 0 5 / 2 5 7 /Add . 1 /Rev . 1 )。 委员会也注意到小组委员 

会讨论了在编辑未来的目录时可能作出的改进，并核可了小组委员会就所需资料的 

详细大纲和所将采用的格式提出的建议。 

23。.委员会注意到小組委员会鼓励设立新的和加强现有的区域遥感中心，以期 

建立本地的尤其是茌发展中国家内的能力。委员会并核可了小组委员会的意见， 

即联合国应继续同这些中心合作。 

24.委员会对气象组织提出的关于全球大气研究方案（大气方案）的逬厪报告 

(A/AC. 1 0 5 / 2 9 1 )表示赞赏，其中概述了气象领域内的这一国际努力所取得的 

成果，并提出了在未来便用现有数据集进行研究的展望，并就茌世界气候研究方茱 

下进行的气候变率与气候变化的研究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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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25.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报告第三章所载的联合国空间应用方茱，并高兴地 

注蒽到在执行方案方面继续取得的逬一步进展。 

26.在这方面，委员会对空间应用专家在其所可支配的賓限资金的范畴内有效 

执行这项联合国方案，表示赞赏。 

27.,委员会核可了专家茌其报告（ A/AC. 105/285)内向科学柞技术小组提 

出的I 9 8 2年联合国空间应用方茱，及关于这一方茱的行政问题的说明（A/AC. 

105 /L .123 )。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8 2年外空会议秘书长的说明，即1 

9 8 1年柞1 9 8 2年的其余方茱将重订方针，将注意力集中茌8 2年外空会议。 

2 & 委员会感谢日本政府作为东道主举办了 1 9 8 0年9月1 5日至2 0日在 

东京举行的造福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联合国遥 

感应用问题讨论会；感谢希膪政府作为东道主同根农组织一起举办1980年1 0月 

7日至17日在雅典举行的造福西亚经济安员会（ffl亚经委会）戚员国的遥感应用 

问题区域讨论会；感谢苏联政府作为东迢主举办1 9 8 0年1 1月1 7日至 2 9日 

在巴库卒行的联合国地质和水文钡域遥慰应用问题训练讲习会；感谢阿裉廷政府作 

为东道主卒办19 8 1年4月7日至14日在帝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迨福拉丁美洲 

经济委员会（抆美经委会）备犮展中国家的联合国遥感应用和卫星通讯促进敔育和 

发展区域讨论会；感谢法国玫府作为东道主举办1981年4月21日至25日在 

图卢兹举行的联合国遥感应用和卫星通讯促进教育和发展国际讨论会；并感谢意大 

利政府作为东道主举办1 9 8 1年 4月 2 7日至5月1 5日在罗马由联合国、粮农 

组织和意大利政府合作举办的第六次_际遥感应用冋题训练班。 

29. 委员会对苏联政府愿意经常举办有关遥感问题的各个方面的联合国训练讲 

习会也表示感谢。 

30.娈员会贽赏地注意到应用遥感技术开发土地资源以造福西亚经委会和地中 



海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区域间训练讲习会将于1 981年9月1 4日至26 

日在保加利亚举行，以及作为8 2年外空会议筹备工作并造福亚太经社会区域的发 

展中国家的联合国空间应用问题区域讨论会将于1981年11月18日至25日 

在印度尼西见、雅加达举行。 

31.委员会注意到为筹备8 2年外空会议，已计划在厄瓜多尔为拉美经委会区 

域举行一个区域讨论会，在摩洛哥为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和西亚经委会 

区域举办一个区域间讨论会，以讨论空间应用问Mo委员会也注意到有一个国际训 

练讲习会将于1982年在罗马稂农组织总部举行，又原订于1982年在尼亚美（尼 

日尔）举行的国际训练讲习会已推迟到1983年举行。 

32.委员会又感谢粮农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在共同主办或参与这些讨论会方面所 

提供的援助。委员会也感谢奥地利、比利时、印度和意大利政府通过联合国向发 

展中ISI家的候远人提供研究金，以使他们在㈣空间应用相关的领域进行岍究和按受 

训练。娈员会希望今后这种奖字金会增加，让犮展中国家能从广泛而日益增长的 

应用空间技木促进犮展的钡域中犾益。 

33. 委员会注意到空I曰j应用亏家按照大会第35/14号决议核吋的妥员会要求， 

开列了吋以在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内逬一步进行的活动清单，以T办助会员lil分享应 

用空间技术促逬发展的利益。妥员会并极可小组安员会的要求，即祕书处提出关 

于上述活动的伴细建议，并说明具所涉财务问题。 

34 —些代表团认为，在联合国方案下，以其所能运用的有限资金，将越米越 

难以提供有意义的服务。有些代表团又认为方案的活动范围应扩大，以便更好地配 

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35.在这方面，委员会对意大利政府决定向罗马稂农组织总部举办的训练班大 

童堉加_款表不满葸，这些训练班的目的是支助联合国和稂农组织在这些领域所作 

的努刀，并保证犮展中国家的专家鴕更多地参与这些重要的活动。 

36.委员会注意到巴唐先生巳辞去联合国空间应用专家之职，它对这位前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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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持并指导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表示感谢，并希望他将来一切顺利。为此，委 

员会建议秘书长按照大会第2601 ( XXIV)号决议，尽速任命一位在这方面有经. 

验的人填补专家之职。 

3、联合国系统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协调 

37.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机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 

它的工作及其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并认为它们提出的报告很有用处，使委员会及其 

附属机构能够在国际合作方面，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空间科学和技术的实际应用 

方面，担负起联络点的任务。 

3a 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所收到的关于就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间的外层空 

间活动进行进一步协商和协调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资料，并对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AZAC. 105/278 )表示赞赏，该报告反映了有关组织最近的和今后的活动。 

39.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小组委员会不断强调必需保证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 

间在外层空间方面继续和有效地进行协商和合作。委员会在这方面满意地注意到 

第三次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将于1 9 8 1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 

4、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 

40.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5/14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通过 

其专家工作组继续审议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技术问题和安全措施。委员会注 

意到小组委员会巳核可了工作组在小组委员会的报告（AZAC . 105/287)附件二 

内所载的报告。 

41.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重申它的结论，即可以在外层空间中安全地利用核动 

力源，但必须满足所有的安全要求。它还注意到工作组鼓励各会员国继续进行有 

关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研究，并赞同一项要求，即秘书处应将收到的任何资 

料散发给各会员国。 



4Z委员会核可了工作组的建议，即它的工作应暂时停止，但在按照既定的程 

序提出请求时可恢复此项工作。委员会还核可了工作组的建议，即在外层空间使用 

核动力源的问题应作'为优先项目列入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议程。 

5、空间运输系统 

43 •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根据大会第3 5 Z 1 4号决议继续审议有关空间 

运输系统及其对未来空间活动的影响的项目。 

44委员会注意到下列各国和单位就执行中的或计划的各种方案所取得的进展 

提出的说明：中国、法国、印度、日本、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 

坚合众国和欧空局。 

45.委员会核可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即秘书处应将其1 9 7 9年编制的关于 

新的空间运输系统的国际影响的研究报告(A/AC . 105/244)添加最新的内容，并 

决定建议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中继续审议这个项目。 

6、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征的审查 

4a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根据大会第？5/14号决议继续审议地球静止轨 

道的物理性质和技术特殊。它还注意到各代表团重申和进一步阐明它们去年在小组 

委员会以及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所表示的意见。一些代表团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地球 

静止轨道被使用的方式越来越关切，并指出迫切需要防止地球静止轨道日后出现饱 

和的现象。又有人指出，目前已采取建设性的措施，通过现有的体制机构，确保地 

球静止轨道得到公平和高效率的使用。 

47.委员会核可了小组委员会的要求，即应将关于地球静止轨道的物理性质和 

技术特征的研究U/AC.105Z203和Add. 1—3)按要求予以加添最新的内容。 

委员会还核可了小组委员会的决定，即它将在下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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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工作的报告(A/AC. 105/ 

288 )，报告中列出了小组委员会就大会第35/14号决议所授权审议的各项目的 

讨论结果。 

1.从外空遥感地球所涉法律问题，以期拟定各项原则萆案 

49.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在把“从外空遥感地球所涉法律问题”作为优 

先事项继续详加审议时，恢复了遥感工作组的组织，由奥地利的温克勒尔先生担任 

主席。委员会也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已将当时所拟的原则草案逐个原则读过；并 

注意到，在原则萆案最后定案前，还有许多问题尚待协议。 

2.拟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 

50.委员会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5Z14号决议，把“拟订关 

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作为优先事项继 

续详加审议。 

51.委员会也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恢复了直接电视广播人造卫星工作组，由埃 

及的雷迪先生担任主席，并注意到在工作组内进行了非正式协商，设法排除歧异而 

对未曾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案文达成协议。 

5 委员会还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建议：委员会下届会议在审议直接电视广播 

的问题时，同时也应该审议是否应结束就这一问题拟订原则草案的工作，或者审议 

在该届会议上是否能取得较多进展。委员会注意到在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结束时s  

1 2个代表团提出一份谈判案文（A/AC. 105^288 ,附件四一A )。 一些代表 

团认为该案文不适宜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53.为此，委员会设了一个非正式工作组，由埃及的纳比尔•埃拉拉比先生担 

任主席，主持非正式协商，以期尽一切努力完成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 

接电视广播的原则萆案。 



54.工作组讨论期间，有些代表团提出了非正式的建议，而尼日利亚、菲律宾、 

罗马尼亚、乌拉圭四会员国参加为向法律小组委员会上届会议提出的十二国代表团 

建议(A/AC. 105/288，附件四一A，见下面附件二）的共同提案国。工作组 

进行了深入讨论，希望将原则草案定稿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进展，但是没有取得 

最后协议。 

55.若干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作为一项紧急事项，继续努力以达成全面协议。 

其中一些代表团认为，应继续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1 6个代表团提出的上 

述建议，进行谈判，以期将原则草案定稿，并其各有关代表团应利用委员会本届会 

议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之间的一段时间，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协商。另外一 

些代表团认为，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应利用法律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本 

届会议所取得的进展，继续进行谈判。 

5 6 .在委员会第 2 2 9次会议上，瑞典代表团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见附件三)。 

由于文件提出太晚，因此没有讨论。若干代表团对此文件有保留。 

3.审议能否在国际法规范方面补充有关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规定的问题 

57.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已按照第35/14号大会决议将此项目列入议 

程，并且为研究这一项目已成立了一个由布埃诺先生（巴西）担任主席的工作组。 

委员会并认为，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对该项目的审议应当为法律小组委员 

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该项目奠定有益的、建设性的基础，词时要适当考虑到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结果以及各代表团在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内 

所发表的观点。 

58.会议期间，某些代表团认为，加拿大代表团向小组委员会释出的工作文件 

(A/AC 105/C 2/L. 129 )可用于确定应当加以审议的各项要点，并以此作为 

起草增补法律条文的基础。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在制订一个关于在外层空间使 

用核动力源的制度时，应根据科技小组委员会工作组的结果和考虑到或然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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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外空和外空活动的定义和（或）界限的问题，并且，除别的以外，考虑到 

地球静止轨•涉的问题 

59.委员会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按照第35/14号大会决议，继续审议了 

“有关外空和外空活动的定义和（或）界限的问题，并且，除别的以外，考虑到地 

球静止轨道所涉的问题。”委员会还注意到，对这一问题已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 

点，见小组委员会的报告（A/AC. 105/288，第48-67段）。 

60.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期间，某些代表团再次表示，它们主张把 

外空的下限定为不高于海拔100至110公里。另一些代表团则重申，它们对于是 

否有必要规定这种界线和对于确定这种界线的标准，保留意见。 

61.若干代表团认为应将本项目作为优先问题列入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议程。其 

他代表团认为该项目应继续作为法律小组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非优先项目。 

62.在讨论地球静止轨道问题时，委员会这次会议注意到，对其性质及用途各 

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赤道国家代表团认为，它们对它们领土上空部分地球 

静止轨道拥有主权，因而在外空定界时应当考虑到这一轨道的独特性质。其他代 

表团则认为，地球静止轨道同外空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不得对其提出任何享有优先 

权的要求。 

63.委员•注意到，关于是否将此项目分列为两个项目，在法律小组委员会有 

一项提案，并注意到，对这一问题曾有不同的看法（A/AC. 105/288，第6 3 — 

6 7段）。在委员会讨论期间，各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因此委员会未能就此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其他代表团不认为应将这个问题作为优先问题，也不应设立一 

个工作组。 

64. 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按照原来的提夢，设立一个法律小组委员会工作组_ 

并将议程项目4定为优先审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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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事项 

65。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备会员国提出的关于其1 9 8 0历年期间的国家空间 

方案柞摊空间方案的报告（A/AC. 105/286和Add. 1 - 2及A d d . 2 /Cor r . l 

—2 )。 

66 .委员会又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机关祁各专门机构的代表参与了委员会及 

其备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并发现他们提出的报告有助于娈员会及其各附属机构履行 

它们作为国际合作联系中心的任务，尤其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际应用空间科学和 

技术、逐步拟订空间法和筹备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闬外层空间会议等方面• 

67.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欧洲空间局、空间研委会和国际宇宙航行联舍会的 

代表参与了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娈员会的工作，尤其是在筹备8 2年外空会议方面。 

6 8 . —些代表团对外层空间日益军事化表示关切。在这万面有人建议在娈员 

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列入题为“保证完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一个项 

目。此外，有人认为在议程内列入这么一个项目，是设法保证在利用外层空间方 

面有一项比较有效的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其他代表团认为空间军备管制同地球 

上全面军备管制这个错纵复杂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因此委员会不适宜处理这个问题. 

在可能的范围内，由无论从职权或专门知识来看都更适宜的其他论坛来处理这个全 

球性问题比较恰当。另外一些代表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制订禁止在外空部 

署任何武器的法律规则。 

D.各小组委员会的未来工作 
I - — — — -

69 •委员会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该小组委员会报告第6 3至 6 6段 

内表示的意见，并核可了第6 3段内关于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议程 

的建议。 

-14 -



70 .委员会也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外层空间核能源利用问题工作组提 

出的建议，认为其工作应暂时停止以及工作组在收到按既定程序提出的要求时可再 

度开会。 

71 . —些代表团认为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收到的与遥感有 

关的一切科学的、技术的和法律的事项都应作为最优先事项处理。 

72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在法律小组委员会上代表所表示的关于保存该小组的简 

要记录的问题意见（AZAC. 1 0 5 ^ 2 8 8 ,第 2 0—22段）• 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中 

代表重新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E.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日程表 

73.委员会同意下列的1 9 8 2年度时间表，并考虑到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湘 

平利用外空会议关于咨询委员会1 9 8 2年会议所作的决定（么734/20，第1 0 1 

段 （ i i ) ) : 

^ 地 点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1月 1 1一 2 2 日 a 纽约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3月 2 2日至 4月 

2 日 b 纽约 

a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咨询委员会定于小组委员会开会期 

间开会。外层空间核能源利用问题工作组可能再召集开会. 

b会议筹备委员会也定于委员会开会期间开会。必要时可以利用第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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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主席的开幕词 

1.值我们今天下午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问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在此聚会之际, 

我愿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今年这届会议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一届会议。这 

首先是因为在明年，也就是在离现在稍为多于一年的时候，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湘 

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就要召开了。这也因为各囯和国际上为了征服空间、促进科技 

以及为了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分享到这些活动所带来的利益而作的各项努力已取得许 

多令人兴奋的发展。 

2.特别令人感到高兴和荣幸的是，我在出席会议的备代表中看见了许多在过 

去各届会议已经认得的熟面孔；同时，我愿向所有新参加这个活跃的和大家都可以 

看出在不断壮大的机构的代表们表示特别欢迎。各代表都注意到，本委员会已有扩 

大，现在第一次有中国、希腊、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 

和越南的代表参加。这些新成员国所作的单独的或集体的努力，都毫无疑冋地会对 

委员会关于和平和合作利用外层空间的规划工作作出宝贵的贡献。 

3.从去年这个时候委员会举行上一届会议以来，在实际应用空间科技方面取 

得了若干重要的成就。其中包括苏联在长时期空间航行方面创了新记录。这一成就 

——在空间航行185日——是在尤里•加加林乘“东方”号卫星航行二十周年时达 

成的，这是非常恰当的巧合，大家应记得加加林当年只 了1小时48分。 

4.我们对美国在载入空间航行领域所作的划时代的突破表示喝采。航天 机 

哥伦比亚号的发射和着陆成功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们对今后数十年的空间探索影 

响深远。这是建立一个经常性空间运输业务系统的第一步。这个系统将成为地球 

与空间的桥梁，它还让我们能够窥视未来；那时候，空间航行可能不仅在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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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发挥着实际和经常的作用，而且还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航天 机即 

将为研究、技术、制造业提供一个新的环境，而这方面所带来的工业机会才不过刚 

刚崭露头角。 

5.过去一年来，载人空间航行方面的另一项特色是“国际宇宙”计划的进一 

步扩大,使古巴、罗马尼亚和越南能够加入空间合作共同体。同时法国的“航天员” 

正在准备进入外空。 

6.除了在载人航行方面取得了逬展以外，在无人航天器的犮射方面也有了重 

大的发展，其中包括印度的Roliini RS-1和日本的Astro—A,以及数天前成 

功发射的另一个阿里亚纳运载火箭。这些犮射以及其他的一些犮射是今后空间航 

行的一个好的开端，它们显示出今后将不是地球上少数国家，而是多数国家都能参 

与这项活动。 

7.过去的这些发展，再加上如此多国家对外空日益感到兴趣，明确地预兆着 

外空应用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一、两个大国在表演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的时代已过 

去了。当这个时代——也许是这个新的时代——到来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认识到 

外空应用的潜力及其好处,因此，外空的利用无疑将会不断增加。 

8.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一项事实,即现代技术，无论是空间技术还是其他 

技术的每一项进展，都会引诱人们将它用于并非纯粹的和平和舍作的用途，那么我 

们就是对自己和对我们的社会不诚实。 

9.因此，让我们果敢地、亳不妥协地面对这个魔怪。在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任 

何新进展，如果只不过是用来进一步加强已经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战争机器的潜力的话， 

将是得不偿失的。人们快对技术表示否定、怀疑、猜疑和不信任，使技术无法 

按照其原定目标取得进展。 

10.现在让我谈一下我们面前的工作。我想简短地回顾一下科技小组委员会和 

法律小组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的成绩。委员会面前的各文件中有这两个小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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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报告。这些报告再次反映了两位主席，即澳大利亚的约翰•卡弗先生和波兰的 

威兹纳先生干练和热心的领导。威兹纳先生现在就在这里，我要特别向他致意。我 

还要代表委员会对卡弗先生和威兹纳先生继续为和平与合作利用外空作出努力表示 

诚挚的感谢。 

11.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科技小组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这一年所优先考 

虑的问题还是同卫星遥感地球有关的问题；联合国外空应用方茱以及联合国系统内 

外空活动的协调；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在 

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问题。 

12.小组委员会彻底审査了议程上的每一个项目。但是，若干因素导致该届 

会议迟迟无法取得实际进展。在规划8 2年外空会议的最后筹备工作方面花了不少 

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小组委员会审议过程中，再次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各成员国对许多项目所采取的众所周知的既定立场没有改变。 

13.我认为这种情况使我们应该严肃反省一下本机构的目标及其未来的目的； 

因为未来很快就要来临，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够跟得上科技的犮展，以便我们 

能够如过去那样领导和启发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和空间工程师。 

14大家都知道，技术发展是不等待政治决策者达成协议的。因此，技术的 

迅速发展常常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15.让我回到科技小组委员会审议的具体议题。我很遗憾地报告，各国在这 

一年内没有改变它们对遥感冋题的立场。但是小组委员会重申，它认为秘书处编制 

的遥感应用目录非常有用，并巳作出若干关于逬一步改善的建议。小组委员会对由 

荷兰编制并提交联合国的一份题为“关于犮展中国家卫星遥感和任务目的的研究” 

的报告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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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另一方面，小组委员会回顾了过去和目前的空间应用方案活动，并核可 

空间应用专家所提议的1 9 8 2年时间表 小组委员会对希腊、意大利、日本、 

苏联和上沃尔特政府担任1 9 8 0年五个讨论会的东道国表示感谢。小组委员会 

对阿根廷、保加利亚、法国、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表示愿意担任1 9 8 1年各讨论 

会的东道国表示欢现此外，小组委员会对奥地利、比利时、印度和意大利政府 

提供去年空间应用领域的研究金表示感谢。 

17.在这里让我代表我自己以及代表各代表一我肯定各位代表会同意我这样 

做的——向我们的前任空间应用专家阿赫迈德•帕当表示感谢似乎是合适的。帕当 

先生最近在联合国已另有高就。他出色地、忠诚地为委员会提供了服务。本组织 

的许多会员国都从他的经验和知识获得帮助，他帮助它们制定自己的外空方案和帮 

助它们获得能够满足它们需求的专家协助。特别是现在，在第二次联合国外空会 

议的筹备过程中，他干练地安排的各区域讨论会正在蒸蒸日上，并且显得越来越重 

要。我们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并希望他前途美好。同时，我们深信不久将会任 

命一名新的空间应用专家，因为这诚然是联合国在外空方面能所能为各成员国家提 

供的最有意义的服务。 

18.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继续对该问题进行了审il该工作组 

的报告载于小组委员会的报告附件二中，其中有三项重要结论。第一，工作组重 

申其调査结果，即如果一切必要安全条件都得到满足，则可以在外空安全使用核动 

力源。第二，工作组认为它已完成任务，因此建议暂停其工作，直到再有需要时 

为止。同时，它建议将在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问题保留为小组委员会议程项目上 

的优先项目。最后，工作小组鼓励各成员国继续研究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 

问题，并要求秘书处散发它从各成员国收到的任何材科。 

19.如果从较一般的角度来看工作组工作的结果，我要赞扬工作组所采取的现 

实和有效的办法，因这种办法导致工作组胜利完成其最近的会谈。有两个委员会 

的成员国成功地解决了最近发生的涉及这两个囯家的事件，它们的精神也是值得赞 

扬的。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和我我今后的能源需要，毫无疑问地今后将会出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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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项能源的新的和复杂的问题。 

20.让我们现在简短地谈一谈今年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活动。 

法律小组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议程规定了两个优先项目：从外层空间遥感地球所 

涉法律问题；拟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 

案。在审查小组委员会的一般进展时，我遗憾地指出今年的工作并不如往年那样 

成功。但是，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目前影响到科技小组委员会工作的同样原因 

造成的。 

21.然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却反映了在若干领域取得进展。其中一项——-拟 

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已建议委 

员会进行审议，看看是否可能在本届会议期间完成所有审议工作。小组委员会关 

于这个项目的工作反映在小组委员会的报告附件二内。如果各代表团觉得已作好 

准备，可以在这个时期继续讨论，我将很高兴作出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安排。 

22.在审议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的定义和界限问题时（考虑到，除别的以 

外，有关地球静止轨道的问题），小组委员会审议了关于这个项目的内容的若干建 

议（见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第63-66段），并建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就其今后的内容 

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这就是我们的两个小组委员会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 

就。 

23.在我今年审查自上一届会议以来在空间方面的各项发展时，我越来越注意 

到一个不仅可能影响到本委员会的工作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各国、各区域和各有关国 

际组织的活动的趋势。空间已不再是少数国家的禁脔：随着新空间技术和应用的 

发展，世界各国都猛然认识到获得这方面的利益是它们力所能及的。 

24.到目前为止，通信卫星是最常应用的空间技术。巳有10 0多个国家同各 

国际卫星系统建立了联系。有些国家正在计划发射自己的通信卫星或正在考虑建 

立区域系统。 

25.遥感的用途已明确地得到证实，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地计划建立接收站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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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遥感卫星。 

26.这些例子以及我们在本委员会中看到的各方面所表示的兴趣，都显示出过 

去所预言的外空技术的种种好处已开始得到实现。 

27.作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实现这个 

更美好的世界进行规划。我们目前的一项优先事项是确保各成员国能从空间技术 

和空间应用获得好处。许多国家现在都已知道空间这个资源的潜力。它们现在 

只需要确定如何最适当地利用这项资源和为何种具体目的使用这项资源。它们需 

要资料。在这方面，联合国是可能提供答案的。不仅是少数能够付得起高价的 

国家，而是所有国家都应该能够获得空间应用系统的资料。我不认为应把真正有 

用场的空间技术资料的价格订得太高，使各成员国无法承担。可以利用联合国来 

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机构。联合国可以制订一个体制范围以确保各国都能平 

等地以合理的价格取得资料。 

28:但是，取得资料的问题只是空间时代来临时所将出现的许多问题之一。各 

卫星系统网将继续扩大，空间制造业终有一天会出现。这些发展以及其他一些发 

展都需要远见和规划，因为在新的法律、科学和技术问题出现后就需要有解决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如果要使所有这些发展的潜力能够在所有国家得到实现，就 

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国际体系来加以推动。此外，如要实现这些潜力，就必须保障 

外层空间便其具有一个基本上和平的环境，就必须使其免于曰常政治所产生的磨擦 

和紧张局势，同时我们必须桉照同高层空间相适应的道德原则，来处理空间问题。 

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所有讨论中最关键的目标。儿童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没有沾染 

到成年人的世故和玩世不恭的习气，因此他们的智慧有时可以为世界带来一些启发。 

因此让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引用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所作的演讲。 

这个年青人说： 

“我们必须尽早计划今天和明天如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因为外层空同不 

仅是最后的疆界，而且也是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的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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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打开这百宝箱，平等地共享其中的宝藏。 

29.有人提请我注意，我也应向蒙古祝贺，因为它也通过“国际宇宙”方案进 

入外层空间。我愿在我的发言中加入这一事实。 

30.议程项目2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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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拟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 

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 

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控克、肯尼JE、墨西 

.哥、尼日尔、尼日利亚、菲律宾、罗马尼亚、 

‘ 委内瑞拉：工作文件* 

下列谈判案文是参照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关于直接电视广播卫星的讨 

论情况拟订的。上述代表团提出这份案文，作为和乎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二十四 

届会议讨论的基础。 

谈判案文  

1981年4月3日 

* 曾经由12个代表团提出，作为A/AC.105ZC.2/i . l31号文件分发，并在 

A/AC. 105^288,附件四A中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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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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会 

(1)鉴于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对个人、民族、国家和全人 

类带来的利益， 

(2)希望维护所有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鼓励这一具有前途的新的电视广 

播方式在公平的基础上循序发展， 

(3)认识到这种卫星广播具有其它广播方式所未有的独特性质，因而必须在有 

关的技术规则之外制定专门适用于这一领域的原则， 

(4)认为各国以及国际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各广播联合组织,在进 

行这一领域内的活动时，应当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并促进国际合作， 

宣告各国在进行利用人造地球卫星特别以某一外国为目标进行直接电视广播 

(下文称为“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时，应遵守下列原则： 

宗旨和目标 

1.利用卫星进行囯际直接电视广播活动的进行，不得侵犯各国主权包括不得 

违反不干涉原则，并且不得侵犯有关联合国文书所载明的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 

情报和思想的权利。 

2.这类活动应促进文化和科学领域情报和知识的自由传播和相互交流，有助 

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高所有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在适 

当考虑到各国政治和文化完整的情况下提供娱乐。 

3.因此，这类活动的进行，应促进所有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友 

好有系与合作，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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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的适用性 

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领域的活动应遵照国际法，其中包括联合国宪 

章、1 9 6 7年 1月 2 7日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它天体的外层空问活 

动原则的条约，囿际电信公约及其无线电规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关于各国间友好关 

系与合作及关于人权的围际文书的有关规免 

权利和利益 

各国在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活动以及授权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实 

体从事这种活动方面，权利一律平等。各国和各国人民有权并应当享有这些活动带 

来的利益。各国可依照有关各方议定的条件，取得这一方面的技术，而不受歧视。 

国 际 M 

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应当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并应当促进 

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应当得到适当的安排。发展中国家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 

广播以加速其本国发展的需要应特别得到考虑。 

和精决争端 

任何可能因为这些原则所包括的活动而引起的国际争端，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 

规定，通过争端各当事方所同意的、公认的和平觯决争端程序来解决。 

国家责任 

各国对其本身或其管辖范围内所从事的关于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 

活动，以及对这种活动是否符合本文件所载原则，都应担国际责任。 

如政府间国际组织使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则该组织本身及其参加国 

都应承担上款所述责任。 

-25 -



协商的义务和权利 

在某一囯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服务范围内的任何广播国或收视国如经同一服务 

范围内的其他任何广播国或收视国要求协商，应当迅速就其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 

电视广播的活动同要求国进行协商，但这种协商不损及这些国家同其他任何国家就 

此问题可能进行的其他协商。 

版权和有关权利 

在不妨害国际法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各国应当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以便締结有关国家（或在其管辖下行事的主管法律实体)之间的适当协定，保障版 

权和有关权利。各国在进行合作时，对发展中国家利用直接电视广播以加速本国发 

展的利益，应当予以特别照顾。 

对联合国的通知 

为了促进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凡利用或授权利用卫星进 

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活动的国家，应当尽量将这些活动的性质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在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有效地转告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以及公众 

和国际科学界。 

国家间的协商和协议 

1.拟议设立或授权设立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服务的国家应将此意图立即通 

知收视•国，如后者提出要求，并应迅速与之协商。 

2.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服务的建立，必须事先做到上文第1款规定的条件， 

并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协议和(或）安排以及遵照这些文书的规定进 

行。 

3.对于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所订范围内的卫星信号辖射外溢，则不需这 

种协议和（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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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瑞典：工作文件 

在编制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囯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 

的下列案文时考虑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非正式工作组的讨论。 

本案文不一定代表瑞典代表团的看法，提出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这个问题的进一步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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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 

所 应 i i 的 原 则 

大 会 

(1)鉴于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对个人、民族、国家和全人 

类带来的 i J i， 

(2) 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并希望鼓励这一具有前途的新的电视广 

播方式在 i i的基础上循序发展， 

(3)希望尊重和促进联合国有关文书所规定的人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4)认为资料、知识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交换有助于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 

了解、友好关系和合作，从而有利于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助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能够提供娱乐；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素质， 

(5)认识到这秭卫星广播具有其它广播方式所未有的独特性质，因而必须在有 

关的技术规则之外制定专门适用于这一领域的原则， 

(6)认为各国以及国际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各广播联合组织，在进 

行这一领域内的活动时，应当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并促进国际合作， 

宣告各国在进行利用人造地球卫星特别以某一外国为目标进行直接电视广播 

(下H力“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时，应遵守下列原则： 

国际法律的适用性 

利用其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领域的活动应遵照国际法，其中包括联合国宪 

章、1 9 6 7年 1月 2 7日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它天体的外层空间活 

动原则的条约，国际电信公约及其无线电规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关于各国间友好关 

系与合作及关于人权的国际文书的有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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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利益 

各国在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活动以及授杈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实 

体从事这种活动方面，权利一律平等。各国和各国人民有权并应当享有这些活动带 

来的利益。应依照相互议定的条件，尽可能提供这一方面的技术，而不受歧视。 

国 际 M 

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应当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并应当促进 

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应当得到适当的安排。发展中国家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 

广播以加速其本囿发展的需要应特别得到考虑。 

和胃决争端 

任何可能因为这些原则所包括的活动而引起的国际争端，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 

规定，通过争端各当事方所同意的、公认的和平解决争端程序来解决。 

国家责任 

各国应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特别是1 9 6 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包括月 

球与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有关规定，对其本身或其 

管辖萡围内所从事的关于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以及对这种活动 

是否符合本文件所载原则，都应担国际责任。 

如政府间国际组织使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则该组织本身及其参加囿 

都应承担上款所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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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的义务和杈利 

在某厂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服务范围内的任何广播国或收视国如经同一服务 

范围内的k他任何广播国或收视国要求协商，应当迅速就其利用卫星进行国际直接 

电视广播的活动同要求国进行协商，但这种协商不损及这些国家同其他任何国家就 

此问题可能进行的其他协商。 

版权和有关权利 

在不妨害国际法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各国应当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以便締结有关国家（或在其管辖下行事的主管法律实体)之间的适当协定，保障版 

权和有关权利。各国在进行合作时，对发展中国家利用直接电视广播以加速本国发 

展的利益，应当予以特别照顾。 

对联合国的通知 

为了促进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凡利用或授权利用卫星进 

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活动的国家，应当尽量将这些活动的性质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在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有效地转告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以及公众 

和国际科学界。 

国家间的协商和协议 

1 •拟议设立或授权设立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服务的国家应将此意图立即通 

知哆视国，如后者提出要求，并应迅速与之协商。 

2.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服务的建立，必须事先做到上文第1款规定的条件, 

遵照这些原则并〔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和根据各项协议和（或）安排 

进行。 

3.对于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所订范围内的卫星信号辖射外溢，则不需这 

种协议和（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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