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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一日在维也纳举 

行第二十届会议，由彼得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担任主席，路易斯 •保罗 •林 

登堡 •塞特先生（巴西）担任报告员。委员会会议的逐字记录载于 A / A C . 1 0 5 / 

P V . 1 6 8 — 1 7 8 号文件。 

附属机构的会议 

2.法律小组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至四月八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 

十六届会议，由尤金尼厄射：维兹纳先生（波兰）担任主席。小组委员会会议的 

M ^ i & ^ t f " A / A C . 1 0 5 / G . 2 / S R . 2 6 6 - 2 7 7 ^ 2 7 9 — 2 8 3 号文件。小组委 

员 会 的 报 告 已 编 为 A / A C . 1 0 5 / 1 9 6 号 文 件 印 发 。 

3.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第十四届会议，由卡佛先生（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小组委员会会议的简要 

记 录 载 于 A / A C . 1 0 5 / C . 1 / S R . 1 7 5 — 1 8 2 和 1 8 7 号 文 件 。 小 组 委 员 会 报 告 已 

编 为 A / A C . 1 0 5 / 1 9 5 号 文 件 印 发 。 

癸员会第二十届会议 

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举行的开幕会议中通过 

议程如下： 

1.奥地利共和国思统致欢迎词。 

2 .主席致词。 

3 . —般性辩论。 



4 .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A / A C . 1 0 5 / 1 96)。 

5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A / A C . 1 0 5 / 1 9 5 )。 

6 .召开联合国外空会议的问题。 

7 .其他事项。 

8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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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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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 

黎巴嫩、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і尼亚、塞拉利 

昂、瑞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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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 

众国和委内瑞拉。 

6.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主席也出席了会议。 

7 .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同意让哥伦比亚代表和厄瓜多尔代表在一般性辩论 

时向癸员会发言。 

8 .联合国秘书处的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 •处（救灾组织 )的代表和自然资 

源、能源和运输中心（资能运中心）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9.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联舍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裉农組 

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联盟）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此外，欧洲外空机构、国际科学联 

合会理事会外空研究委员会、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和欧洲广播联合会也派遣代表出 

席了本届会议。 

1 0 .参加本届会议的各会员国和专门机构代表名单载于 A / A C . 1 0 5 / / X X / 

I N F . 2 号 文 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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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外，委员会还收到下列谷种文件： 

A / A C . 1 0 5 / 1 9 7 

A / a c . 1 0 5 / 1 9 9 

A / A C . 1 0 5 / 2 0 0 

气象组织的热带气旋计划：世界气象组织的 

报告 . 

国际电信联盟关于电信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的第十六次报告 

关于在昌巴火箭发射设施进行的国际合作计 

划的报告 

A/A C . 1 05 /L . 9 3 附注释的第二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和 C o r r . l 

A / A C . 1 0 5 / ^ . 9 4 

A / A C . 1 0 5 / L . 9 6 

A / A C . 1 0 5 / ^ . 9 7 

关于同步轨道法律地位的考虑：苏联提出的 

工作文件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 

轮流在纽约和日内瓦举行会议所涉的行政和 

经费问题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给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的电文。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主席给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的回电 

A / A C . 1 0 5 / L . 9 9 所拟订的直接电视广播原则單茱案文（附件七) 

A / A C . 1 0 5 / L . 1 0 0 可能召开的联合国外空会议： 

奥地利、巴西、加拿大、埃及、印度、印度尼 

西亚和肯尼亚提出的工作文件——为列入委员会 

报告草茱之用的建议文本 

- 3 -



12.奥地利共和国总统在本届会议开幕的第一六八次会议上，向委员会以及 

维也纳受到邀请的外交人员致辞，纪念人类进行外空探险二十周年。总统的发言 

附于本报告内（附件一）。在同次会议中，主管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部的副秘 

书长宣读了秘书长给委员会二十周年会议的贺词（附件二 )。 此外，委员会主席 

也发了言（附件三）。 

1 3 .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第一六九至第一七三各 

次会议上，就当前议程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在辦仓•期间发言的响下列各国代表：阿根廷、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埃 

及、法国、德意志民王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兰、罗і尼 

见、塞拉利昂、瑞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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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这些代表的发言载于委员会第一六九次至第一七三次 

会议的逐字记录（A/AC。 1 0 5 / ^PV . 1 6 9—17 3 )。 

14.哥伦比亚代表、厄瓜多尔代衮、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联合国外空应用 

专家、和自然资源、能源和运输中心、救灾组织、电信联盟、粮农组织、敏科文组 

织、气象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外空机构、空研会及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的代表都 

曾发言。他们的发言分别载入委员会第一六九次、笫一七〇次和笫一七三次至一 

七六次会议的逐字记录（ A / A C . 1 0 5 / P V . 1 6 9、 1 7 0和 1 7 3—1 7 6 )。 

15.委员会审议了案前的议程项目后，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第一七八次会 

议上，通过了它提交大会的报告，其中载艰以下各段所述的建议和决定。 

二 .建议和决定 

A .法律小组委负会的报告 

16.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工作的报告（A/AC. 



1 0 5 / 1 9 6 )，该报告载有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大会第31/8号决议发交给它的 

四个项目的审议结果。 

1 7 .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姿员会报告第 1 8至 2 1段叙述了它为努力完成关于 

月球的条约草案所作的工作，和小组委员会报告附录一所载第一工作小组主席的报 

告。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小组委员会第一工作小组继续优先审议月球的自然资源问 

题，一般的意见都认为这项问题是关鍵问题，它的解决有助于在其余两项问题上达 

成协议。委员会又注意到：工作小组在交换意见时曾力求达成一项妥协解决办法， 

不幸因为意见不一致而未能成功。 

18.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听取了各成员的发言，他们着重指出小组委员会 

所面临的某些基本问题。 

19.委员会同意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应该继续把有关月球的条约草 

案作为高度优先的项目审议。 

20.委员会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在遵照大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第 

2 9 1 6 ( x x v i l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3 3 8 8 ( x x x )号决议和一九 

七六年十一月八日第31/8号决议的规定，制定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 

视广播所应遵循的原则，以便締结一项或多项国际协定方面巳有了笙大的进展。 

委员会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小组委员会通过它的笫二工作小组已经成功地制订了 

“各国间协商和协议”原则的暂定本和序言草案。 

21.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报告第2 7段中所表示的希望， 

认为鉴于小组委员会内的进展，大会第31/8号决议所委派给它的工作可在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完成。 

2 2 .委员会对这项建议的反应是在第一七三次会议同意设立一个整体工作小 

组，用以审查各项未尽事宜，并试图为就这些未尽事宜达成协议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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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工作小组举行了四次会议，由彼得•瑞阿德耳先生（奥地利）担任主席， 

他在委员会第一七五次会议中就工作结果提出报告。 

2 4 .工作小组集中注意力,去除掉法1^小组委员会纽约第十六届会议制订的序 

言草案和“各国间协商和协议”原则内的方括号（A/AC . 1 0 5 / 1 9 6 ,附件二）。 

工作小组也讨论了法律小组委员会内一些代表团提议列入序言的各分段，（A/AC。 

1 0 5 / 1 9 6 ,附件二，附录）但因时间不够，工作小组并未究成讨论。 

25.工作小组已在除去序言草案一些段落中的方括号，以及词句的修改上，取 

得巨大的进展，不过未能就建议列入序言的段落达成协议。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注 

意到意大利代表团已经分发了一份非正式工作文件，提出对前言第一段的一些修正意见。 

2 6 .关于“各国间协商和协议”原则，工作小组也已经在除掉原则第 1和第 

2段案文内的方括号，以及修订第一段部份案文的工作上作出了进展。工作小组 

也为原则第3段的案文举行了冗长的辩论，不过并未达成协议，大家决定将法律小 

组委员会所制订的#案文以及在审议本原则期间提出的其他五项备择提案，仍括在 

方括号内。经若干代表团请求，大家决定第 1和第 2段全部案文目前仍应括在方 

括号内。有一些代表团，有鉴于电信联盟有关文书的规定，对是否需要“各国间 

协商和协议”原则表示怀疑。其他代教团则认为，前述的各坝电信联盟文书，并 

不能取代大会第291 6 (XXV I I )号决议所建议的拟订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循的原 

则的需要。 

27.有些代表团认为，由于提议的“各国间协商和协议”原则所用的文字， 

就应该重新审议“协商的责任和权利”的原则，以免前后不一致和累赘。其他代 

表团则认为，“协商的责任和权利”原则的案文已获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工作小组 

的同意，除非需要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否则应保持原状。 

2 8 .由工作小组制订的序言草菜案文，和“各国间协商和协议”原则案文的 

复制苹，分别附于本报告的附件四和附件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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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委员会听取了它的成员阐明对各项尚未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并考虑到在 

法律小组委员会内和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所ї脊的进展，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十七 

届会议继续将制定各国利用入造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璲循的原则作为高度优 

先事项审议，以便遵照大会第 2 9 1 6 ( x x v i l )号决议和第 3 1 / 8号决议，締结一 

项或多项国际协定。 

30 .委员会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遵照大会第31^号决议的请求，继续仔细 

审议关于利用遥感卫星调查地球资源所涉法律问题的项目，也达成了重大的进展。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通过它的第三工作小组，已经制定了该工作小 

组报告第 9段至第 1 2段所述的另外六项原则草案案文。 

31 .委员会建议小组委员会应继续详细审议遥感所涉的法律问题视为高度优 

先事项，以便制订有关遥感的各项原则草案。许多代表团认为，这项工作仍应象 

以往一样，根据小组委员会所确定的共同因素米制定。其他代表团则指出，他们并 

不认为确定共同因素是制订各项遥感原则的最有效的和唯一可能的办法。在这一 

方面，有些代表团认为需要剝订一项普遍接受的磁则案文去保障所有各国，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以及有关这些资源的资料的主权他们认为，法律小组 
9 

委 员 会 报 告 （ V ^ C . 1 0 5 / 1 9 6 ) 附 件 三 内 的 单 茱 案 文 能 作 为 讨 论 和 制 订 这 项 原 则 

的基础。其他代表团则认为，国冢主衩畀不包括对賓关_资源的资料的主权，所以， 

并不需要这种原则。 

32 .委员会也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用了两次会议来讨论有关外层空间和外 

层空间活动的定义和（或）界陝的问题，这次讨论提供了叉换各种蒽见的 

机会。某些代表团強调需要外层空间的定义或界限，并认为癸员会在结束目前议 

程上其他各项目的工作 @这个项目应有更高优先。姿员会决足法律小组委员会应 

于其笫十七届会议继续进行关于外层空间和外层空间活动的定义（或）界限问题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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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讨论期间，也提到了同步轨道的问题，有一些代表团认为委员会或许 

也愿意更详尽地审议这个问题。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提交委员会的一份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关于同步轨道法律地位的考虑（A/ 

A G . 1 0 5 / L . 9 4 ) ,这份文件巳列为本报告的附件（附件六）。委员会建议法律 

小组委员会也应该注意有关同步轨道的各种问题。 

34.委员会第二八一次会议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鉴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十 

日是《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循原则的条 

约》‘生效十周年纪念日，批准了一项决议草案——载于其报告第1 3段——并建 

议委员会将该决议草案递交大会，备供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并通过。委员会 

欢迎该决议草案的通过，并决定将这项决议草案递交大会，备供大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审议并通过。该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 

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 

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生效十周年 

大会， 

注意到《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 

守原则的条约》生效以釆，已经过了十年， 

认为该条约对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佯在内的国际 

合作的发展,以及这个人类承动领域内的法治的发廣，都非常重要， 

深信在条约生效的.十年间，它在履行联合国宪草的宗旨和原则，并逐渐发 

展外空法，包括制定并通过各国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的其他国际文书方面，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 大会第 2 2 2 2 ( x x i )号决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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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巳有 • • •国成为该条约的締约国， 

认识到参加条约有助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以谋全人类的利益，不 

论各国经济和科学发展的程度，并有助于促进相互了觯，加强各国和各国人民 

间的友好关系， 

回顾大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第2260 ( X X I I )号决议、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二十日第 2 4 5 3 ( X X I I I )号决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 6 0 1 

( X X I V )号决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 7 3 3 ( X X V )号决议、一九七一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2776 ( x x v i )号决议、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第 2 9 1 5 

( X X V I I )号决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 1 8 2 (X X V I I I )号决议、一 

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 3 2 3 4 ( x x i x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3 3 8 8 (xxx)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第31/8号决议，其中请尚未加 

入该条约的国家及早考虑批准或加入这项条约， 

相信所有各国加入这项条约，并实施这项国际文书，必能帮助加强和平探 

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凉空间的国际合作的效力， 

1 .1尚未加入《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 

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国家尽早批准莰加入； 

2.请秘书长从事研究，分析过去十年间执行这项条约所取得的经验，并 

表明这项条约在促进外空技术实际应用的国际合作中的望要性； 

3 .建议和平使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审议能激励尽多国冢加入该 

条约的可能措施。 

35 .委员会也注意到，法律小组委员会赞扬了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并就尤金 

尼厄斯•维兹纳先生担任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十周年，以及该小组委员会秘书陈琨 

小姐结束在小组委员会十五年的服务表示感激，而通过了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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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小组委员会报告第 1 4段。委员会对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对小组委员会 

工作所作的杰出贡献也表示感谢。 

3 6 .委员会讨论了法律小组委员会关于下列问题的报告：（ a )上文第 1 7至 

1 9段所述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㈦上文笫 2 0 至 2 9段所述关于制订各国利用 

人造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循的原则，(c)上文第3 0 和 3 1段所述关于利 

用外空遥感地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⑷上文第 3 2 和 3 3段所述关于外空和外空 

活动的定义和（或）界限问题，委员会在听取了各成员就工作方案和法律小组委员 

会下一届会议即将审议的优先项目所发表的意见以后，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应以同 

样高度优先次序继续审议(a)、(b)、⑷各项问题，并请法律小组委员会下一届会议 

继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其工作。委员会也请法律小组委员会继缓其关于上文⑷ 

项所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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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37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 A / A C . 1 0 5 / 1 9 5 ) 0 委员会在审议小组委员会在这件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 

议时，表示了下述意见： 

1，从外空遥感地球 

38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审查从外空遥感地球问 

题时曾经继续详细审议了当前的操作前实验阶段和未来的可能全球性国际操作阶段. 

3 9 .委员会也满意地注意到小组委员会依照委员会第十八届
2
和十九届，会 

议的建议，逐项审查了关于定义的问题。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小组委员会为明确定 

“数据，，一词所作的进一步努力。在这方面，委员会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根据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拟订的定义，通过“原始数据”和“分析资料”的用语，并在 

工作上注意这些定义。委员会也同意小组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3 2段中表示的看法， 

认为现阶段的技术涉及一套特定的系统组件，而往后各代遥感卫星可能有不同的操 

作，因此，现时拟定的各项定义可能仅同现阶段的技术有关。 

40 .委员会也注意到小组委员会讨论了一项关于把遥感数据按空间分辨率分 

为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三类的提案，但小组委员会对于这种分类的概念和« 

以及是否仅以空间分辨率作为分类基础的问题未达成协议。关于这一点，委员会 

同意小组委员会的看法，认为应设法以科学根据来拟订空间分辨率的技术性定义， 

来确定何种形式的数据，诸如分辨率、光谱特性、偏振度等方面的数据,适合个别应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笫 2 0号》（A / 1 0 0 2 0 )，笫 3 4段 

5 《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 0 号 》 （ A / 3 1 / 2 0 ) ， 第 3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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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因此，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会的建议，主张秘书处依照小组委员会报告 

第 3 7至 3 9段中的提议，主持一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报告将由小组委员会下 

届会议加以讨论。 

41.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关于遥感数据分发冋题的讨论没有得到结论，但 

仍赞同小组委员会在其报告第4 1段中表示的意见，认为在科学和技术上没有理由不 

使被感测的国家及时而平等地取得关于该国领土的数据资料。 

42.委员会同意小组委员会的看法，认为迄今为止的进展表明卫星遥感系统总 

有一天会象卫星气象和通讯系统那样成为操作性的系统，那时，卫星数据的使用就可 

以成为国家经济和规划活动的构成部分。因此，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委 

员会赞成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国家取得卫星遥感利益的唯一经 

济可行办法。 

4 3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在审查这方面的活动（ A / A C . 1 0 5 / 1 9 5 

号文件第4 4 至 5 3段）时指出，若干操作前外空部件正在运行或在设计中，至少有 

一国巳在发展一套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观测的遥感操作系统。• 

4 4 .在这方面，委员会同意小组委员会在其报告笫 5 6段中表示的意见，认为 

某些国家和机构显然已分别制成若干具有不同操作任务的操作系统，这些系统特性不 

―，但有希望互相配合；委员会并认为促使这些系统尽可能地在技术方面相配合,在性 

能和作用上相辅相成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会在其 

报告笫8 1 和 8 2段所提的建议，认为秘书处应进行一项旨在评价外空站收集遥感数 

据方面现况的研究，深入调查关于协调各国和联合国各机构间活动的冋题以及标准化 

和相互配合的问题。 

45.委员会也赞同小组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各国在设计遥感卫星操作前实验系 

统时应密切注意如何在最大可行范围内同其他类似系统相配合的冋题以及在不妨碍所 

作实验的目标的情况下注意这种系统的补充作用，委员会并认为被感测国家实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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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本国领土的数据，在一定限度内要取决于不同系统间相互配合的程度。 

4 6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若干国家已在使用美国测地卫星系统发出的数据， 

苏联也准备同需要这些资料的国家达成协议，并根据这项协议把取得的it感数据 

提供给任何有关国家。委员会欢迎各方进行活动，加强其在和平探讨并利用外 

空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使所有国家都受到惠益。委员会一直认为遥感系统的 

运用带来巨大利益，因而重申其关于使用和进行区域合作以使用各个系统，如测 

地卫星操作前系统的赞许和建议。 

47.委员会对于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特别是救灾办事处、教科文组织、粮 

农组织、气象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把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的各项 

方案方面所作的努力也表欢迎;对于小组委员会所提出的，特别要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适当的训练设备，包括关于遥感的所有各方面的实地训练，使发展中国家从 

这一新技术得到最大利益这一点的重要性表示同意；委员会并呼吁各成员国对这 

些计划尽最大可能提供合作。委员会也满意地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报告第二节 

指出，若干会员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同联合国通力合作，举办一些有关遥感 

_育和训练方案。 

48.为了进一步充实这些方茱，委员会欣然赞同小组委员会的下述建议。 

(参看小组委员会报告第7 3段）；利用现有资源加强罗і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 

织遥感中心在再生资源方面的作用，并在联合国自然资源、能源和运输中心设立 

一个非农业资源方面的中心，执行该段所指出的任务。委员会依据小组委员会 

报告第7 4段，请秘书长探讨有无可能会同联合国各有关单位和各参与国家继续 

举办，扩大和协调这些方案，就这些并向委员会提出报舌。 

4 9 .委员会对于小组委员会打算继续逐项审议遥感方面的活动荥示欢迎， 

它并注意到小组委员会在其•报告弟8 4 至 8 7段中说它巳对有关这方面未釆工作 

的一些提议进行了讨论，委员会很同意小组委员会把外空遥感监测环境污染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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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列入其未来方案中。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会报告第8 5段的建 

议，认为秘书处应总结这一外空应用领域现阶段的知识，编成一份文件提交小组 

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委员会对于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决定铠外空遥感监测环 

：竟污染事项列入其未来方案也表赞同。委员会请所有有关国家和组织尽速将有 

关这方面活动的资料和建议提交秘书长审议，以便列入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 

会下一届会议提出的文件。 

50.委员会同意小组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小组委员会应依照其报告 

进行讨论的问题领域之外的，需要国际解决办法或需要国际行动的问题 

领域，继续设法探讨。 

51.委员会同意小组委员会的意见，认为从协调法律小组委员会同科学和 

技术小组委员会之间活动的观点上看丨，有关遥感的各种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委员 

会注意到有人说在科学准则有助于法律事项的讨论时，法律小组委员会各代表团 

应促请该小组委员会注意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报告中的适当部分。 

2 .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 

52.委员会注意到小组委员会报告第二节中所述的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 

并且高兴地注意到这项方案的执行工作续有进展。 

53.在这方面，委员会对外空应用专家在经费賓限的情况下有效地执行了 

联合国方案表示感谢。 

54 .委员会核可了外空应用专家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提议的一九七七 

年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它特别注蒽到若干代表认为联合ill外空应用方案在内 

容和范围两方面都应予以扩充，并应获得更多旳财政支湲。 

5 5 .委员会感谢联合王国政府担任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日联合 

国和稂农组织合办的为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的遥感应用于自然资源调查、规划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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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会的东道国；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担任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至十二日 

联合国和稂农组织合办的遥感应用区域间训练讲习会的东道国；感谢巴基斯坦政 

府担任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联合国主办的遥感应用于农业、林业、 

土地利用和水源调查训练讲习会的东道国。 

5 6 .委员会也感谢玻利维亚政府同意担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将由联合国主办 

的遥感应闬于再生和非再生资源训练实习班的东道国；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愿意担任一九七七年十月将在巴库举办的遥感应用训练讲习会的东道国；感谢 

印度政府同意担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间由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合办在印度举行讨论 

印度进行卫星教育电视实验（卫教电实验)经验的小组会议的东道国，并主持一九 

七八年十月、十一月间由联合国和粮农组织合办的训练讲习会，讨论有利于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和西亚经济委员会（西亚经委会）区域发展 

中国家遥感应用问题。 

57.此外，委员会感谢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 

月十日举行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组织了由联合国和国 

际宇联合办的遥感应闬训练实习班，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58.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对于联合国在意大利政府、稂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 

的合作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在罗і粮农组织总部主办关于 

应用遥感技术解决非洲半干旱区域农业问题的实验性国际训练课程，同表感谢。委 

员会也满意地注意到在意大利政府、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下于一九七七年 

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十三日在稂农組织举行了关于遥感应用于农业收成统计和调查 

的第二次因际训练课程。委员会进一步注蒽到在蕙大利政府、粮农組织和教科文 

组织的合作下将于一九七八年举办关于遥感的第三次国际训练课程。 

5 9 .委员会也同小组委员会一起慰谢担任东道国或对各讲习会的成功作出贡 

献的成员国，并感谢各专门机构，特别是稂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救灾办事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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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际宇联和欧洲外空机构在主办或参加联合国讲习会和实习班方面提供援助， 

委员会也感谢比利时、巴西、意大利和联合王国政府通过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有关外空应用领域的高等研究和训练奖学金；感谢印度政府一九七七年一、，二月间 

在印度特尔斯举办国际训练课程，并通过联合国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受训者提供奖 

学金。 

60-委员会对于瑞典政府决定向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一九七八年在非洲为发 

展中国家举办的遥感实地训练方案提供数达 5 0，000美元的财政援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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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其他事项 

6 1 .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都对小组委员会报告第 1 2 8段中关于印度维克拉姆 

萨拉巴伊外空中心的图姆巴赤道火箭发射站和阿根廷自动推进火箭发射中心的银海 

火箭发射站利用探测火箭设施，从事科学上和平探索外空的国际合作和训练工作， 

表示满意。委员会因此建议大会继续主办这两处发射场。 

6 2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各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其一九七六历年的本国和合作 

外 空 方 案 的 报 告 （ A / A C . 1 0 5 / 1 9 0 和 A d d . 1 — 9 ) 。 

63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按照它所作的建议，最近巳经发出了联合国及其 

专门机构和国际主管机构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活动和资源的审查的订止蒹文， 

目的是以可以用作参考指南的方式，对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参与扩展中的合作 

努力的各种国际机构的目前活动、方案和职能提供一般性的大纲。 

64 .委员会也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参加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并发现它们提出来的报告帮助了委员会及其 

附属机构履行它们作为国际合作“中心”的任务，特别是在太空科学和技术在发展 

中国家里的实际应用方面。 

65 .在这方面，委员会欢迎气象组织就它的热带气旋计划所提的报告，这个 

计划是应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第31 /S号决议的请求进行的，该决议请气 

象组织积极进行它的热带气旋计划，同时继续并加强其他有关的行动方案，包括世 

界天气测视网，特别是为了取得基本气象数据，寻求减轻热带风暴有害影响并消除 

或尽量减少其破坏潜力而进行的努力，并就各该事项向大会提出报告。委员会特 

别注意到该报告第 2 7至 3 0段中所表示的意见，即:人造卫星已彻底改革了热带 

气旋的初期侦测工作，预期到一九七八年将有五颗同步卫星，这就蒽味着地球上所 

有的热带地区都将在不断的监测之下，大大地增进了气象人员对偏远的海洋地区的 

热带气旋的定位和追踪的能力。它也注意到，气象组织的热带气旋计划的成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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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对这项方案继续不断地多多承担必要的资源。 

6 6 .委员会也注意到国际电信联盟就一九七六年间电信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他特别注意到其中所载的有关下列各项的资料： 

(a)电信联盟成员国所作的决定，即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召开一个世界行政性无线电会 

议，以审查无线电条例的规定，包括各种服务用的无线电波道的分配、规划程序的 

国际性协调 ,波道和轨道的使用以及有关事项； m盟所建议定于一九七九年九月 

举行的电讯展览会和㈣联盟以讨论会、训练方案以及可行性和规划研究等方式，协 

助发展中国家，以便有效地把太空电信结合到它们的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工作网内 

所进行的工作。委员会更注意到电信联盟副总干事所作的胨述，其中说明 

世界行政性无线电会议为了规划在第2区和第3区使用频率范围11 .7-1 2 . 2 G H 

和在第1区使用频率范围11 . 7—12. 5GH的广播卫星服务所得的结果，因此直接 

卫星广播的波道规划和使用方面巳有新的条约立法和国际协议，也使得有意于此事 

的国家的陆上服务可以继续改进，而不损害卫星广播的长期利益。 

67 .委员会感谢外空研委会和宇宙航行联合会参加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和它们 

就歡翁 ^ •狩间的初技发展提出报告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小组委员会认为这些资 

料很有用处，并希望它们将来提出类似的报告，可能时着重委员会和小组委员所时 

论的方面和问题。 

6 8 .委员会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巳经审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同科学和 

技术小组委员会之间工作协调的问题，也注意到该小组委员会报告第121段中所 

提的意见. 

69 .委员会还注意到该小组委员会巳经审议秘书长提交的报告，该报告摘要 

列出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在实际应用太空技术方面的各种活动，（A/AC.105/ 

1 8 3和 A d d . 1和 2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正如该报告所说，该小组委员会对 

联合国系统的工作正由新近成立的行政协调会外空小组委员会加以协调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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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组委员会的未来工作 

7 0 .委员会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报告第 1 1 5至 1 1 9段中关于其未来 

任务和工作的意见。 

7 1 .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小组结员会报告第 1 1 8段中的意见，并且认可了小组 

委员会主张在其第十五届会议中优先审议下列三个项目的建议： 

(a)关于利用卫星遥感地球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在全世界协调遥感工作的问 

题； 

(b)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的审议和审查； 

(c)有关可能召开的联合国外空事务会议的问题。 

72.委员会还决发请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审查同步轨道的物理 

性质和技术特征，以期能对利用这种轨道的各方面问题加以研究。在这方面，委员 

会请秘书长编制一份关于这个题目的事实研究，供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五届会 

议审议。 

C .可能召开的联合国外空会议 

73.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根据委员会去年所作的请 

求，已经详细审议了有关可能召开的联合国外空事务会议的各项备择办法。 

7 4 .委员会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第 1 0 9段至 1 1 4段，这几段 

中摘述了关于可能召开的联合国外空事务会议的备择办法的审议情形，以及下列建 

议，即请委员会本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考虑设立一个由会员国组成的小型工作队或 

特设工作组，来审议所涉的各种：因素和任何其他有关资料，并就各种具体的目标 

向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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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在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的期间，一些代表团注意到，在联合国应用科学和 

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召开之前不应决定召开联合国第二次外空会议。一些代表团还 

表示外空会议不应该在也将于一九七九年召开的世界行政性无线电会议之前召开。 

一些代表团认为决定什么时候召开外空会议的问题不应受到其他排定了的国际会议 

的阻碍.但是，一般都同意，对于可能召开的有关一切外空事务的会议的目标应 

该仔细地加以研究，去确定可能的效用、范围和经费问题。 

76.委员会认为成立一个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工作队会有帮助，应该成 

立。委员会进一步同意，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所有有意的成员国都可以参加工 

作队为成员。委员会还同意，因为这个工作队将对小组委员会负责，所以由科学 

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卡弗教授担任该工作队的队长最为适合。 

77.为了促进工作队的工作，委员会建议，秘书处应即请各成员国于一九七 

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就提议的会议向秘书处外空事务司送交它们的建议和意见， 

重点则为上文第7 4段所述工作队任务的各方面。秘书处将于一九七七年年底以 

前将这些建议和意见付印，发给小组委员会的各成员国，随后并作为联合国文件分 

发 . 这 项 文 件 连 同 各 成 员 国 在 A / A C . 1 0 5 / 1 4 2 和 A d d . 1•^号文件内的意见 

可由工作队加以审议，该队最好是在小组委员会届会的第一个星期内开会，以便能 

在小组委员会届会结束之前向它提出报告。为了这一目的，委员会建议，必要时 

小组委员会的届会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一星期。 

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日程 

78.委员会审议了法律小组委员会报告第1 6段中主张法律小组委员会轮流 

在日内瓦和纽约举行会议的建议，并且在审查了会议的年度日程以后，就下列一九 

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时间表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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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 

时间 地点 

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至二十四日 4 纽 约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至十六日 纽 约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至四月七日 日内瓦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六日 纽 约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纽 约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纽 约 

四.对奥地利联邦政府和人民的赞扬 

79.委员会通过下列决议，作为对奥地利联邦政府和人民的赞扬：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它的第二十届年会，并通过了提送大会第三十二 

届会议的报告； 

1 .对奥地利联邦政府和人民使委员么第二十届会议能够在维也纳举行、 

以及俛们的盛情招待和对委员会的工作的胜利完成所作的大量贡献，向他们皇 

示深切的赞赏; 

2 .对于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届会期间维也纳州长/市长以及布尔根兰的 

州长和人民所给予的盛情招待也表示深切的赞赏; 

3.并对奥地利太阳和太空署，在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同时，协力安排由著 

名人士演讲的一系列演讲会和有关太空事务的展览，表示感谢。 

预想的第三周只有在小组委员会的会期按照本报告第7 7段不得不予以延长时 

才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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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奥地利联邦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在联合国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讲话 

我很高兴的欢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奥地利首都召开第二十届会 

议。 

我国感到非常满意，能够自一九五九年一直为该委员会的进展作出贡献。联 

合国第一次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是在一九六八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这表征了我国 

对外层空间国际合作问题的密切关怀。那次会议所着重的问题是证实宇宙科学和 

技术对对全人类潜在的利益。 

奥地利象几乎所有国家一样，只能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可以参与各种宇宙项 

目，从而得益.我国认为在这一方面，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协助促进各国间的这种 

合作而不问它们的技术水平发展如何，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据我的了解，你们这次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遥感卫星资料的利用、规定直接广播 

卫星的使用的原则和召开第二次联合国外层空间会议的问题。利用卫星遥感地球 

已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令人惊奇的成绩。这些活动已指出宇宙技术在那一方面是有 

助于解决世界性问题，其中几方面就是调查粮食和动能资源的可得性、监视环境等。 

直接广播卫星的正确使用，对任何区域里各国间的国际合作，对一些基础结构问题 

的解决，例如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训练问题的解决，都有很大的潜在利益。 

对此，我要指出印度卫星教育电视实验使用电信卫星，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未来大规模的宇宙项目，例如宇宙站、宇宙太阳能发电站等宇宙项目，很可能 

只有通过世界性合作才会取得成功。为强调这一点，奥地利太阳和宇宙机构已安 

排了几位杰出的科学专家在四个晚上给大家作学术讲演，以便对这些宇宙活动将来 

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次联合国外层空间会议的召开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因此我认为你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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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考虑及时召开第二次宇宙会议是正确的。这种会议不仅必须清查正在迅速演 

进的宇宙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必须有远见地和有想象力地指出人类这些巨大成 

就怎样可以进一步减轻人类的痛苦、纠正社会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并促进各国和 

各国人民之间彼此真正了解的气氛。 

各位代表，你们就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处理宇宙事务的中心，这对你们是一个 

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更重大的责任，因此，我敬祝这个委员会将要进行的审议成 

功。 

我希望除了工作以外，你们也能享受到维也纳的乐趣。据我所知，这届会议 

所安排的节目包括参观多瑙公园，奥地利政府和维也纳城正在这个公园里建筑一个 

国际办公厅和会议中心，它不但将是原子能机构和工发组织的永久总部，而且将是 

联合国其他组织和单位的所在地。这再次表征了奥地利人民和政府忠于本世界组 

织的目标和宗旨。我们对此感到自豪，而且我认为这种自豪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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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副秘书长 

阿.恩•谢夫琴科先生向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传达秘书 

长的祝词时所作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首先向主席先生致意，祝贺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会议成功，并向你们宣读秘书长的祝词： 

“我感到很高兴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二十周年会议上向你们讲话。 

这也是本委员会所作的最重要贡献的二十周年纪念，这项贡献就是通过了规定 

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 

“从一九五七年发射第一个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以至今日的短短二十年里， 

人类在征服外层空间方面一直取得惊人的进展。苏联和美国的宇宙飞行员环 

绕地球运行了好几个星期，并且在空间踱步。在进行太阳神/联盟号项目时, 

这两个国家在外层空间合作,从而在这个领域里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榜样。人 

类已在月球上登陆，人造的物体已在遥远的行星上着陆，向地球传播了宝贵的 

资料。 

“宇宙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使人类更能了解和更能控制和利用他们的生活工 

作环境。通讯、气象、导航和遥感卫星的使用已展开了人类生存的新时代， 

并使我们更有希望能够利用宇宙研究和技术的潜力来解决所有国家，牿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若干迫切问题。 

“虽然宇宙科学和技术有进展，但是，这是要归功于这个委员会的，因为 

它作为国际合作的中心，能够发挥领导的作用，保证这些发展不仅将使整个人 

类受益，而且是在有条理，有规律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委员会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的主持下，宇宙活动方面已经订有四个重 

要的国际文书，目前这四个文书都巳生效，而且许多国家都已签署了这些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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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正在拟定过程中的其他三个文书是一个很好的预兆。我希望可以在本届 

会议上订定有关直接电视广播的国际文书，从而使本委员会主持下所订定的许 

多法律条文有进一步的进展。 

"按照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委员会已订立了一个全面教育和训练方案。 

这个方案已就外空应用的各方面在世界许多地区举办了几个国际、区域和区域 

间研究会议，讨论会和实验班。在委员会的主持下，还组织了其他几个关于 

利用外空应用办法的方案，其中包括一些旨在传播情报，使决策者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决策者对这方面有所认识的方案。 

“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成就，毫无疑问，委员会一定会在第二十届会议和 

未来各届会议上继续努力，以保证所有国家在尽可能广泛的方面共同享有外层 

空间的科学和技术。”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代表联合国感谢奥地利政府让我们来到充满友谊的维也 

纳开会，众所周知，维也纳是一个殷勤招待客人的城市，这一定是使这次会议取得 

成功的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回忆到差不多十年前，联合国第一次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会议也是非常成功的在维也纳举行的。在委员会本届二十周年会议上， 

我不能不提及奥地利所起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它提供了好几位卓越的领导人物， 

他们朝气蓬勃地领导了这个重要的委员会。已故的і持施大使、瓦尔德海姆秘书 

长、海默尔大使和你，主席先生全都英明能干，领导会议有方，对本委员会所取得 

的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本着这种精神 s敬祝今年会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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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员会主席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上的开幕词 

习惯上，委员会在工作开始时首先由主席致词，今年，在这次第二十届会议上， 

我很高兴地欢迎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们到维也纳这个地方来开会，感身更加荣幸。 

我也很荣幸地代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对那些出席我们开幂会议的贵宾 

们的光临表示欢迎。我要特别欢迎奥地利联邦政府官员、外交使节团的成员以及 

设在维也纳的各国际机构的首长们。 

大家都知道，奥地利政府对促进外空的和平合作在本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早就 

有了兴趣而且早就承担了义务。这一点可以从以前的那些出色的历任主席为本委 

员会及其目的作出的贡献表现出来，在这些历任主席之中，我要特向已故的і奇大 

使表示敬意和悼念。大会接受奥地利政府的邀请，于外空探索的周年纪念日在维 

也纳举行本届会议是值得高兴的另一个理由。 

各位出色的代表们，我们这次会议将听到这二十年来外空方面研究和探索的许 

多成就。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对把人类的活动带到我们这个星球笮小的界限之外 

的那些有远见的政府和有勇气的人士致敬是恰当而合宜的。 

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个人不同意，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对过去的成就，无论多么 

了不起，都不会引以自满的。因为我们日渐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有限的特性、以 

及要为每一个男、女、老少提供足够的粮食、住房和优良的环境而需要的巨大的资 
% 

源，我认为我们大家必须展望未来而不是缅怀过去。我们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委员会的人，在这方面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我们从事于一种活动，这一活 

动虽然仍是人类的新经验，然而对提高我们在地球上和在宇宙间生存的能力，提供 

了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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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指望我们这个委员会为和平利用外空组织国际合作方面制订指导方 

针。我们这个组织的各位成员们，通过大会的决议，对我们提出旨在谋取国际社 

会最高利益的建议方面，一再表示了他们的信心。 

本委员会今天的记录包括草拟和执行了四个指导外空活动的国际法律文书，其 

中苺本的一个，是今天正在庆祝十周年纪念的一九六七年各国在探索与和平利用包 

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委员会的记录还包括：联 

合国外空应用署的成立以及在和平利用外空方面日益增多的国际区域性科技合作。 

.因此，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并没有辜负了大会一再对本委员会表示的信心。 

但是，正是由于大会对本委员会的信任，我们就有了一种加重的责任。我们 

根据经验晓得太空技术的进展能够快到什么程度。理论上的观念变成了实验中实 

际存在的事物，并且更以异常的速度转变成运用方案。我们只要探讨一下太空研 

究的一个小片面——地球应用方面——就可以看到现巳成为世界天气监测系统的完 

整部分的气象卫生方面工作的突飞猛进；可以看到国际讯星和互用卫星等通信卫星 

方面的进步；还可以看到现在一面在试验一面在运用的遥感卫星方面惊人的成功； 

以及海星组织的导航卫星。 

要了解这种活动的日益增多的数量，就不妨注意一下，过去这二十年来近乎有 

一万个各种各样、大小不等的太空物体曾在外空飞行；这些物体大多数已经解体， 

只剩下一些碎片的更不计其数；现在平均约有一千个物体仍然活跃地在绕着地球运 

行。 

我们也晓得，要了解这样一种太空方案的主要目标和要认识到其所涉及的潜在 

政治问题，并不需要精通太空方案所有的科学和技术的枝节。 

在这方面，回顾一下一九六八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 

的讨论是颇有教益的。太空应用方面的某些领域在当时还只是一些理论概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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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次会议所作的讨论却清楚地显示出，参加开会的人已预期到当那些卫星射入轨 

道以后可能的好处和国际社会所将遭到的可能冋题。 

我强调这一点，是要指出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我们不必等到技术上能够实 

现一个太空方案时才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目前，国际问题错综复杂，一般的 

倾向是集中于那些需要立即解决的领域，而让未来的问题在台后等待，一直到它们 

的急迫性把它们摆到我们的面前时再说。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太空研^和 

探索方面的决定可以不由国际社会来作主；技术进展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可以把一些 

决定强加于国际社会。 

不但如此，就象欧洲一家著名的报纸前几天所写的，近几年来，在太空研究方 

面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这大大地改变了人类对包围着这个星球的大气层以外的紧邻 

环境的探测的性质，这可以说是人民大众对太空活动的心情的改变。这种由早年 

的载人绕地飞行和月球降落、登陆月球和其他“太空壮观”引起的兴奋已经淡下去 

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家显著地渴望看到过去太空飞行所产生的大量技术成就，移转 

到科学上、经济上、社会上，甚至政治上更有收莸的领域。固然，各国政府的太 

空研究预算中仍然有些部分可以用来探讨地球所属的太阳系、及在有限程度上博得 

关于宇宙本身的新知识，但是目前的重点不仅是要得到金钱的价值，而且是要驾ї 

这门仍属新颖的太空技术科学。 

因此，重点已经转移到多种多样用途的和数目日多的无人绕地卫星，而且相当 

大的一部分重点被放到通信的发展上，但是其他实际的用途一诸如：探测地球的 

矿物和其他资源、气象研究和导航，也涌现出來。 

自从第一个斯普尼克绕地飞行并震惊了这个世界以来迄今已二十年了。 自从 

那个相当小的人造物体进入外空以来，每年在外空探索方面不断取得科技成就在人 

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方面鲜明的证据是公众近来对每一个新的太空探险 

普遍地不那么兴趣盘然了。 但是，我们身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成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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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从这个经验得到教训，那些经验丰冨的太空科学家和技术员为未来太空活动提出 

的理论概念，不管对我们这些门外汉而言，是多么玄虛，但却非常可能导致具体的 

方案。这种方案可能对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因此，本委员会应当严肃地予以 

审议，以便能向世界大家庭提出关于政治、社会和经济指导方针的各种建议，并且 

能够作出决定以保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获得平等的利益。 

国家或国际的论坛几乎每月都举行一个或多个会议，在那儿，个别的专家们讨 

论未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问题。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我曾经很荣幸的被邀参 

加一些会议，我可以证实专心致志而具有想象力的太空科学家和技术家们都认真注 

意这些新的观念。我虽然极其赞许这种会议在促进各国专家人员彼此交换资料方 

面所起的作用，但是我一直明白，这些会议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是茬非政府的范围内 

进行交换的，因而对各国政府的决定没有约束力。本委员会受命作为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心，因此各国政府唯有在本委员会内才可以提出建议，而 

这些建议如经大会通过，则可在国际范围内予以执行。现在，我们正在开始我们 

的这届会议并展望今后二十年的太空情况；我们的当前问题是：我们是否也能发挥 

我们的想象力从而开始认真审议未来的太空方案。 

本委员会以严肃的气氛来讨论一些关于人类未来利用太空的问题，这项讨论甚 

至可能比在别的方面更为玄虛幻想；但是美好的幻景决不是外空方面任何活动所不 

能达到的，因此，我们应当拿出勇气和眼光，一起朝新的方向迈进。 

这些时来，我们几乎无法避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取得足够的能源以应付世界的 

需要，而同时不至危及我们这个星球的环境素质。在这种情形下，本委员会实有 

责任去做必要的深入探究以确定利用太空把太阳能传递到地球是否一个可行的计划; 

如果这是可行的话，应当建议国际社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由于太空来回交通工具的出现，世界不久就会有经济的太空交通。因此，我 

们难道不应该研究一下这将会带来的结果吗？ 难道不应该开始计划，使国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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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地利用这个新的能力吗？ 

我们认识到了同步轨道对许多太空应用是何等的有利。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 

在为时不算太晚的今日，去认真考虑，制订一项国际计划，以便最有效地，最公平 

地利用同步轨道吗？ 

现在正在进行一种协同的国家性的努力，或许也是国际性的努力，以便今后几 

年寻找来自地球外文明世界的无线电信号 3 这将是近二十年来各无线电观察站所 

进行的小规模探索的成就，也是近十年来为专用设备作出的初步规划的收莸。同 

地球外文明世界的接触对我们这个星球是有巨大的影响的，难道本委员会能够继续漠 

视这种可能的发展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最低的程度上，对这个题目予以初步 

审议吗？ 

更具体一点，太空环境制造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涵义的活动领域，而且，太空 

殖民的观念在更远的、但为科学所想到的将来，铁定是国际关切的事情。 

就较近的将来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太空站，以及，作为下一步，在我们的 

这个星球的自然卫星一月球一上设立实验室的影响。 

各位杰出的代表们：我所举的这些事例并没有什么迫切的优先性，但是我认为, 

作为一个原则冋题，我们这个委员会必须理智地去探知太空活动的未来，这样我们 

才能够加以适当的审议，决定我们要向大会建议那种政策方针。在不过份加重本 

组织各附属机构的负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请求根据科技理由作一审评，使我们这 

个主体委员会能够决定我们这方面是否需要采取政治行动。 

我们的讨论的主要裉据将仍为我们的法律以及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这些报告已经分发并送给了各位，我要借此机会向小组委员会主席，波兰的维茨内 

尔大使和澳大利亚的卡弗教授表达本委员会的谢意和赞赏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再度完 

成了许多杰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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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些时候，要讨论工作的安排，那时，我将详细说明我们面前的各项问题。 

现在，我要指出，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审议卫星遥感地球和联合国所应 

芡挥的协调作用等问题时曾提出了几个关于外层空间事务的问题，该小组委员会请 

本委员会采取具体的行动。至于说到这次第二十届会议可能采取的行动，我愿提 

请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法律小组委员会表示希望能在本委员会这届会议完成大会交 

付给它的任务，拟好一套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从事直接电视广播的指导原 

则。 

合作精神，是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指导原则，如果我们本着这种精神， 

我们就能在我们这许多年来所面对的工作中跨出最后的一步，这对人类踏入太空的 

二十周年来说确是一个很适当的敬礼。 

朱利叶斯•维恩和康斯坦丁•齐奥勒科夫斯基这两位作家最初把我们带到月球， 

并且形容太空的环境，描述那儿有着一个密闭的生态系统，还有着许多现代特征， 

例如利用太阳能和太空温室。现在让我们沿着他们这两个人当初本着创造精神幻 

想出来的道路前进吧。 

在这条道路上我现在可以发现到尤里.加加林和约翰.格林以及瓦伦季纳•泰 

雷什科娃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的足迹。 

但是我们也要冷静，也要注意明智的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忠告，他认为凡是 

展望未来的人们都有短时期乐观，长期悲观的倾向。过份乐观，是因为他们通常 

低估了使人迟迟接受新观念的情性的力量。过份悲观-是因为发展是沿着一条指数 

曲线上升吟而预测则通常系以线性外推法为根据。 

用我们技术同仁的术语来说，倒数已经开始了，截至公元二千年为止的今后二 

十年太空研究和探索工作就要发动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如果要确实 

执行职责，那就必须对所有系统加以伃细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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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六月二十四日工作队通过的案文 a  

序言草案 

大会，’ 

(1)鉴于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对个人、民族、国家和全人类产生 

的福利； 

⑵希望维护所有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促使这一具有前途的电视广播新方法在 

公平基础上循序发展； 

⑶认识到这种卫星广播具有其他广播方式所未有的特性，因此在有关的技术规则 

之外还必须制订专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律原则； 

⑷认为各国以及国际间政府组织和非组织，包括各广播协会，在进行这一领 

域的活动时应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并应促进国际合作;• 

(5)郑重宣布各国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锐广播时应遵守下列原则： 

以下各段转载自A / A C . 105/196号文件附录，附件二，英文本第4页： 

〔 la .确认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广播应以严裕尊望务国主权权利、不干 

涉内政为基础；〕 

a 曾以文号 A / A C . 1 0 5 / X X / W P D B S / 1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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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b .认为用卫星进行直接电視广播应确保这一新式外空技术服务于各民族 

间友好和平的崇高目标；〕 

〔1 C .确认自由传播消息和见解以及世界各国扩大意见交流的重要性；〕 

〔 l d i .确认联合国有关世界人权的文书所载，人人有权自由发表意见，包括有 

权超越国界以寻访、接收和传递消息和见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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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国家间的协商和协议：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工作队制定的案文 

(1)〔用人造地球卫星对特定的另一国家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此一业务的开办应以不 

违背国际电信联盟各有关文书的规定为限，并应遵从广播国同收视国之间或经各国 

正式授权的广播单位之间适当的协议和/或安排，以便促进自由而广泛地传播一切 

种类的消息，促进新闻界的合作以及同其他国家间的资料交换。〕 

⑵〔为此目的，一国在计划设立或授权设立用人造地球卫星对特定的另一国家进 

行直接电视广播的业务时，应将此计划立即通知该国，并在该国要求下同该国进行 

协商。〕 a 

⑶（a)〔卫星发射信号的溢出属于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内者不需要此 

类协议和 /或安排。〕 

(均〔卫星发射信号的溢出属于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内者不需要此 

类协议和/或安排或协商。〕 

(c)〔 一国对其本国人民进行直接电视广播，广播信号自计划中的地表区域溢至 

另一国领土，如果这种溢出为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所容许，则不需要此类协议和/ 

或安排。〕 

⑷〔非对特定的另一国家发射的卫星信号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 

内发生的溢出情况不需要此类协议和/或安排。〕 

⑷〔删除第 3款。〕 

⑴〔本原则不适用于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内发生的卫星发射信号 

溢出的情况。〕 

a若干代表团认为，由于采用了 “国家间的协商和协议”原则的用语，因此， 

“进行协商的义务和权利”原则应再加考虑以避免矛盾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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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的工作文件： 

关于同步轨道法律地位的考虑 a 

⑴同步轨道同外层空间是分不开的，一九六七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 

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的活动原则的条约的所有有关规定对同步轨道一律适用。 

按照该条约的规定，同步轨道，象全部外层空间一样，各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占有。 

⑵各国在同步轨道放置人造卫星对人造卫星的个别轨道位置或者轨道的任何 

部分均不构成所有杈。 

⑶各国使用同步轨道的权利一律平等。各国在使用同步轨道时不可损害其他 

国家的利益。 

⑷各国应就在同步轨道放置人造卫星的问题进行合作，并适当地考虑到国际 

电信联盟关于使用各种空中通信特定无线电频谱的建议和决定。 

A 以前曾以 A / A C . 1 0 5 / L . 9 4 编 号 印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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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所拟订关于直接电视广播的原则草案案文
a 

大会， 

⑴鉴于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对个人、民族、国冢和全人类 

产生的福利； 

(2)希望维护所有国冢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促使这一具有前途的电视广播新方 

法在公平基她上循序发展； 

(3)认识到这种卫星广播具有其他广播方式所未有的特性，因此在有关的技术 

规则之外#须制订专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律原则； 

⑷认为各国以及国际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各广播协会，在进行这 

一领域的活动时应根据并促进国际合作； 

(5)郑重宣布各国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时应遵守下列原则: 

C l a .确认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广播应以严格尊重各国主权权 

利、不干涉内政为基础；〕 

〔 l b . #用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应确保这一新式外空技术服务于各 

民族间友好和平的崇高目标；〕 

〔 l c .瑪丛自由传播消息和见解以及世界各国扩大意见交流的重要性；〕 

〔 I d .绝丛联合国有关世界人权的文书所载，人人有杈自由发表意见斧 

括有权超越国界以寻访、接收和传递消息和见解的重要性。〕 

a 本案文载有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在一九七六年小组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所决定的原则（A/AC. 105/171，附件二）以及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二工作 

组在小组委员会一九七七年第十六次会议上（A/AC. 1 0 5 / 1 9 6，附件二）及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工作组在委员会一九七七年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所拟订 

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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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目标 

各国宣布 b应当以符合发展各国间、和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各国间和 

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以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式从事关于通过人造 

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这些活动应包括促进文化和科学领域的 

消息和知识的散播和交流，协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 

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素质以及提供有益的娱乐。 

国际法的适用性 

应当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包括联合国宪章、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各国 

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国际电信公约的有关 

规定及其无线电规章,有关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以及人权的国际文件，从事关于 

通过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 

权利和利益 

各国对于使用人造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活动，和对于授权其管辖范围内人员 

和个体从事这种活动的权利一律平等。各国和各国人民有权并应当享有这些活动 

所带来的惠益。各国应依照有关各方所议定的条件应可取得这一方面的技术，不 

得对任何国家有所歧视。 

国 际 ^ # 

关于通过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的活动应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并应促 

进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应当得到适当的安排。 e 

b 须在本文件最后定稿时再加审查。 

C 须4離关于同意和参加的讨论对第二句加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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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 

国家对其精或其管辖范围内所从事的关于使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 

播的活动，及对任何这种活动之是否符合本文件所载原则，均应负有国际责任。 

如国际政府间组织使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则组织本身及其参与 

国应对jH等活动之是否符合本文件所载原则，负有责任。 

协商的责任和权利 

任何国家如经他国要求协商，应迅速就使用人造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活 

动所引起的任何可能影响该国的问题进行协商，在进行协商时应对本文件的其他原 

则给予适当考虑。 

和平解决争端 

由于使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活动而引起的任何争端应由争端当事 

各方迅速协商解决。如未能通过协商达成各方认可的解决办法，则应通过其他和平 

解决争端 m定程序谋求解决。 

版权和有关权利 

在不妨害国际法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各国应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以便透过各有关国家之间的适当协定，保障版杈和有关权利。各国在进行合作时对 

发展中II冢使用直接电视广播以加速本国发展的利益，应予以特别照顾。 

对联合国的通知 

为了促进和平探索和利用太空方面的国际合作，凡使用或授权使用人造卫星进 

行直接电视广播活动的国家应尽量将这些活动的性质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 

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有效地转告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以及广大群众和国际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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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协商和协议 

1..用人造地球卫星对特定的另一国家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此一业务的开办应 

以不违背国际电信联盟各有关文书的规定为限，并应遵从广播国同收视国之间或经 

各国正式授权的广播单位之间适当的协议和/或安排，以便促进自由而广泛地传播 

一切种类的消息，促进新闻界的合作以及同其他国家间的资料交换。〕 

2 . L为此目的，一国在计划设立或授权设立用人造地球卫星对特定的另一国 

家进行直接电视广播的业务时，应将此计划立即通知该国，并在该国要求下同该国 

进行协商。〕 d 

3 . ((a)卫星发射信号的溢出属于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内者不 

需要此类协议和 /或安排。〕 

〔⑴）卫星发射信号的溢出属于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内者不 

需要此类协议和/或安排或协商。〕 

1(c) 一国对其本国人民进行直接电视广播，广播信号自计划中的地表区 

域溢至另一国领土，如果这种溢出为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所容许，则不需要此类 

协议和 /或安排。〕 

〔⑷非对特定的另一国家发射的卫星信号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 

的限度内发生的溢出情况不需要此类协议和/或安排。〕 

〔 ㈦ 删 除 第 3 款 4 〕 

〔 ( f )本原则不适用于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文书规定的限度内发生的卫星 

发射信号溢出的情况。〕 

d 若干代表团认为，由于采用了“国家间的协商和协议”原则的用语，因此， 

“进行协商的义务和权利”原则应再加考虑，以避免矛盾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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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内容 

〔参加使用人造卫星与他国进行直接电视广播的国冢或其广播机构应在节目编 

棑、节目内容以及节目摄制和交换等工作上彼此合作。〕 

〔直接或间接向本国以外国家广播的商业R告应基于有关国家之间的适当协定。〕 

〔虽有上述规定，使用人造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活动的国家在电视节目中应 

在一切情况下，删除任何有碍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在各国人民之间宣传战争、 

军国主义、国家及种族仇恨和敌对，以及旨在干涉别国内政或破坏当地文明、文化、 

生活方式、传统或语文基础的资料。〕 

不合法/不能容许的广播 

〔对某一特定外国进行的直接电视广播，如未经该国明白同意，且其节目中含 

有上述原则应予删除的材料；或由于无意放射而播达，且广播国拒绝同接收国进行 

适当协商，则各国应予视为不合法且引起国家的国际责任。〕 

〔如对任何国家播送不合法的电视广播，该国对这些广播得采取国际法所确认 

为合法的措施。〕 

〔各国同意提供一切援助，阻止使用人造卫星进行不合法的直接电视广播。〕 

〔不能容许的广播是指一国向广播国表示不愿在其国内或在其国民中进行的任 

何广播。〕 

〔所有发射站、国家、国际组织或特许机构不得从事不能容许的广播，如巳开 

始播送应立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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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dfi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成与信到纽约或H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lormez-vous aupre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k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eve. 

H3A&HHH OpraHH3ai;HH 06i>eAHHeHHbix Haunft mo?kho KynHTb b khh^khmx M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AoHax MHpa. HaBOAHTe cnpaBKH 06 hsa&hhhx b 
BauieM khhtkhom Mara3HHe h^h riHLiiHTe no aApecy: OpraHH3ai^HH 06i»eAHHeHHi>ix 
Hai^Hjl, CeKî Hfl no npo^axce ns/iaHHH, Hbio-HopK hjih >KcHeBa. 

COMO CONSEGV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n en venta en librerf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o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rice： $TJ.S. 2.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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