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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 

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法律文书的定义问题 

 

1.  在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法律文书的讨论中，有关各方对是否设立及如何设立定义

条款存在很大分歧。这不仅因为定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性问题，还因为定义问题反映

了各方在政治、军事、安全和外交方面的不同关切。 

一、 定义条款是否必要 

2.  关于未来外空法律文书是否应包含定义条款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

点支持有定义条款，认为如果不对“外空”、“外空武器”、“外空物体”及“和平利用”

等技术术语作出明确定义，必将导致对外空法律文书主要概念的不同理解。这不仅可能引

发法律分歧，甚至可能为故意逃避法律义务留下漏洞。 

3.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必作出定义。理由是，由于各方分歧太大，对诸多技术术语

的定义达成一致既十分困难，也没有必要。若长期纠缠定义问题，可能妨碍就防止外空武

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形成政治共识。持此观点者并以《外空条约》和《月球协定》为例，

证明没有定义条款的条约未必会引发法律纠纷。 

二、 关于主要术语的定义 

4.  迄今，各方对外空法律文书可能涉及的一些主要技术术语有如下观点和主张： 

5.  外空：外空定义问题就是在外空与大气层之间划界的问题。自 1959 年以来，外

空定义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及其法律分委会和科学技术分委会的议题，

但始终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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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观点认为，明确界定外空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至关重要，因为按照现有的条约

和准则，很多武器和军事活动在大气层内是允许的，但在外空是被禁止的。 

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鉴于国际社会尚未对限定外空边界形成共识，人为地给外空

和大气层划界不仅是徒劳的，还可能引发更多法律问题。况且，划界涉及政治、军事、外

交等诸多因素，各方很难就此达成一致。 

8.  即使在主张给“外空”进行定义的一方内部，对于如何界定大气层与外空也存在

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飞行器无法靠空气动力维持飞行的海拔高度，也就是海拔 30 至 40

公里以上为外空。另一种观点认为，海拔 100 或 110 公里以上为外空，因为在此高度以上，

大气压力仅为海平面大气压力的千万分之一，物体在其间运行不受大气磨擦阻力的影响，

且根据天体力学定律，只要该物体达到每秒 7.9 公里的速度，就可围绕地球轨道运行。此

外，100 公里的高度更接近卫星运行的最低调整轨道（120 公里）。 

9.  外空武器：对于“外空武器”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认识。一是由于“外空”本

身尚无定义，二是目前对外空武器的定义应基于其部署位置还是其目标位置仍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外空武器指部署于外空、目标位置不限的武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除上述

武器外，部署地点不限、任何以外空物体为目标的武器都是外空武器。由此可见，两者的

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将部署于外空之外的其他领域、以外空物体为目标的武器视为外空武

器。 

10.  曾有专家将外空武器定义为，一切以外空（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为基地，打

击、破坏外空、大气层、陆地、海洋中的目标或损害其正常功能的任何装置、设置与设施，

以及一切以陆地、海洋、或大气层为基地，打击、破坏外空物体、损害其正常功能或改变

其运行轨道的任何装置与设置。 

11.  外空物体：对该术语定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外空”尚无定义；

第二，“物体”仅指人造物体，还是指包括人造物体在内的所有物体。 

12.  外空的和平利用：自从 1957 年人类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由于军用卫

星的广泛应用，外空军事化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事实。目前，在所有卫星中，70%系用于军

事目的，其余的一部分可军民两用。商业卫星也可用于军事目的。然而，在各种多边条约

和协定中，“和平利用”外空虽是常用术语，但仍无明确定义。 

13.  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利用”即“非军事利用”。凡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活动，

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均不属于“和平利用”范畴。 

14.  另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利用”应包括“非入侵性利用”或“非侵略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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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非武装活动，如卫星侦察(包括对军控裁军条约和协定实施情况的

监测)、通信、导航及核爆炸监测等，也应被视为“和平利用”。 

三、 可能的选择 

15.  找到各方一致接受的恰当定义，对于裁军谈判会议讨论和制定防止在外空部署

武器的法律文书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各方在定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目前有两种

可行的选择： 

(1) 选择一：参照《外空条约》和《月球协定》的模式，在未来防止部署外空武

器的法律文书中不设“定义”条款。 

(2) 选择二：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对裁军谈判会议未来相关法律文书具有关

键作用的一些基本术语加以定义。 

四、 关于一些定义的初步想法 

16.  在此对上述第二种选择进行探讨。现将对一些定义的初步想法列出。下述想法

仅基于此非文件目的，既不全面也不确定，仅供进一步考虑和讨论参考，并将在未来谈判

进程中不断发展。 

外空 

17.  地球海平面大约 100 公里以上的空间。 

外空物体 

18.  发射到或已位于任何天体的环绕轨道上，或位于任何除地球以外的天体上，或

由任何天体环绕轨道向该天体运动，或从任一天体向另一个天体运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

放置在外空的任何人造装置。 

（外空）武器 

19.  基于任何物理原理，经专门制造或改造，用来消灭、损害或干扰位于外空、地

球表面或大气层物体的正常功能，以及用来消灭人口和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物圈组成

部分或对其造成损害的任何装置（宇航员用于自卫的装置除外）。 

外空以及从外空发动的军事敌对行动 

20.  与在外空或从外空使用武器有关的行动。 

对外空物体使用武力；对外空物体威胁使用武力 

21.  这些术语与其在一些现有国际文件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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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空物体的）发射位置 

22.  外空物体发射架的地理位置（一国领土上的地区）。 

外空发射台 

23.  用于发射准备、发射和外空物体发射操纵的装置。 

发射到外空的物体的信息 

24.  1975 年《登记公约》对发射到外空的物体的信息做出了规定。 

（指：发射外空物体的国家名，包括在发生意外时可与之联系，获取更多信息或援助

的有关机构的地址；外空物体名称或登记编号；发射日期、领土或发射地点；轨道主要参

数，包括环绕周期、轨道倾角、远地点和近地点，外空物体的主要用途） 

发射活动 

25.  与发射外空物体有关的外空活动的组成部分。 

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