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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根据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 

（76/230 号）决议提交的文件 

 

作为全球公域，外空与人类安全福祉息息相关，外空领域人

类命运共同体特征尤为突出。人类外空开发利用 65 年的历史表

明，外空在推动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同时人类在外空领域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威胁不断增加，特别是外

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风险日益上升，已成为和平利用外空面临的

最根本威胁。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确保外空用于和平目的是国际社会的普

遍共识，也是当前外空安全面临的最优先、最紧迫的任务和目标。

近年来，个别超级大国为谋取单方面军事和战略优势，企图控制

外空的计划和行动不断增加。各国维护外空安全、和平利用外空

的迫切需求与超级大国称霸外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进一步凸

显现有外空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在适应新挑战方面的不足。国际社

会有必要尽快采取进一步切实行动，通过谈判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国际法律文书，弥补现有国际法漏洞，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确

保外空和平利用提供最根本和最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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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当前外空安全形势 

外空攸关人类安全福祉，各国在其中利益交融、休戚与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泛深入地开展空间活动，一些商业机

构也开始涉足空间发射和空间应用活动，外空利益攸关方不断增

加，维护这一新疆域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安保层面，随着外空活动和参与主体大量增加，空间轨道

拥挤、碰撞风险和空间碎片等问题给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带来挑

战；在安全层面，个别国家谋求主导外空，对外空过度和不当军

事利用，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影响外空安全和全球战

略稳定。就重要性而言，两个层面的问题优先次序不一，解决路

径有别，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本末倒置。如不能防止外空武器

化和军备竞赛，外空安全与和平利用将无从谈起。 

当前，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风险问题更加现实而紧迫，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外空竞争对抗氛围加剧。个别超级大国在外空领域突出

大国竞争，炒作他国外空威胁，挑动军事对抗，同时强调维护在

外空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上述霸权思想和冷战思维是当前外空

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风险上升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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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外空战场化势头上升。在个别超级大国推动下，一些国

家和军事集团公开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组建独立外空军事

机构，持续加大外空军事投入，加速构建外空作战体系和军事同

盟，全面推进外空作战准备。一些国家集团将外空界定为“行动

疆域”并纳入“集体防御”适用范畴。上述围绕外空战场化扩军备

战、构建军事同盟的做法，是当前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风险上

升的突出表现。 

三是外空安全脆弱性凸显。个别超级大国最先在外空开展反

卫星试验，是开展此类试验次数最多、造成空间碎片最多的国家，

其持续发展全球反导系统及远程快速精确打击等武器，严重威胁

外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该国还频繁开展高低轨抵近侦察与交

会技术试验，部署可干扰甚至中断对手卫星通信的升级版“反卫

星系统”，利用“星链”等商业低轨巨型卫星星座抢占外空频轨资

源，干扰别国正常外空活动，威胁外空资产和航天员安全，增加

了在外空发生冲突的风险。 

二、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现有保障措施及国际努力 

人类利用外空伊始，国际社会就已未雨绸缪，致力于防止外

空像陆地、海洋、天空等成为新的战场。早在 1958 年，联大即

通过“和平利用外空问题”决议，明确表达了避免将“国家间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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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延伸至外空的愿望。1978 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明确要

求通过谈判实现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目的。数十年来，国际社会

为落实上述共识做出了不懈努力。 

法律方面，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国际社会制定了《外空条

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确立了和平利用外空等基本原则，

并包括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要素。如：1963 年《部分禁止核

试验条约》禁止在外空开展核试验、核爆炸；1967 年《外空条

约》要求缔约国不在外空放置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上述规定有助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外空或开展其

他军事活动，在确保外空和平性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

条约未禁止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外空，也不能防止对外空物

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防止外空武器化方面存在明显漏洞，

已不能满足当前及今后维护外空安全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有鉴于此，自 1981 年以来，联大每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

议，要求裁谈会谈判新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国际法律文书，以弥

补现有相关外空法律文书的不足，并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外空军

备竞赛风险和武器化威胁。为此，中国与俄罗斯于 2008 年向裁

谈会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条约”（PPWT)草案，并于 2014 年提交更新案文，为未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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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控条约谈判提供了良好基础。在中俄共同推动下，联合国

2018 年成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就制定相关国际法

律文书要素开展了深入、实质性讨论。 

然而，个别超级大国不愿自身外空军力发展受到任何实质约

束，长期消极抵制外空军控进程，以技术性问题全面否定中俄外

空条约草案，甚至独家阻挡联合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

通过报告，导致国际社会相关努力停滞不前。 

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方面，作为促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工作

的重要举措，国际社会在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

展。2013 年，联大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通过报

告，提出外空政策透明、活动通报及航天设施互访等一系列自愿

性措施。2019 年，联合国外空委通过《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准

则》，作出了关于联络点、空间交会评估、空间碎片、空间物体

登记等方面的具体规定。 

上述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对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具有一定

积极作用，但有关措施基于自愿执行的原则，不具法律强制约束

力，无法有效地界定外空军事行为的法律边界，无法从根本上约

束部分国家外空军事活动，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

竞赛威胁。因此，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仅可作为外空国际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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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补充，不能替代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法律文书谈判。 

三、国际社会可采取的进一步保障措施 

在当前外空安全形势下，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强形势评估研

判，找准问题根源，加强国际合作，坚持综合施策，从根本上为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维护外空和平利用提供切实保障。中方认为，

国际社会可进一步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各国应

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外空打造成国际合作共赢的

新疆域，而非竞争对抗的新战场。拥有最强空间能力的国家，要

真正负起特殊责任，摒弃在外空追求绝对优势、绝对自由、绝对

安全的单边思维，改变将个别国家或集团的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

之上的安全战略。 

二是坚持推进谈判外空军控国际法律文书。积极支持裁谈会

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在正式启动谈判前可考虑成立技术专家组，

深入讨论未来外空军控法律文书定义、范围、核查等技术性问题；

再次成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充分利用目前共识及成

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谈判外空军控法律文书做好充分准备；

围绕中俄外空军控条约草案开展讨论，结合新形势和新发展研提

建设性意见，为未来条约文本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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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采取适当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作为补充。各国应在坚持

谈判外空军控国际法律文书作为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加强沟通对

话，不断弥合分歧、扩大共识，寻求适当、可行的透明和建立信

任措施。各国应采取切实措施，避免采取以意识形态划线、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的做法，消除人为制造的科技壁垒。 

四是规范商业航天参与外空军事活动。一些商业航天部门大

量参与军事航天活动，客观上加速外空军备扩张，模糊军事活动

和民事活动的边界。各国应严格遵守《外空条约》规定，强化国

家监管责任，对本国商业航天活动加强监督管理，避免发生意外

和非常规行为，加剧外空对抗冲突，同时约束本国商业航天部门

合理使用外空频率和轨位资源，避免损害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外

空的权利。 

中国要求秘书长先生在根据 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联大

76/230 号决议执行段第 7 段起草实质性报告时，考虑中方立场，

并将本文件作为报告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