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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外空治理，促进合作共赢 

携手共建外空命运共同体 

——中国代表团团长史忠俊大使在纪念 

“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 

（UNISPACE+50）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女士： 

首先祝贺您当选联合国外空委第 61 届会议主席，并祝

“纪念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

（UNISPACE+50）高级别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半个世纪前，在人类探索外空的旅程刚起步之时，国际

社会就已意识到，外空治理与合作是实现人类飞天梦想的两

只翅膀。联合国首次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开启了外

空全球治理与合作进程，50年来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首先，外空治理机制逐渐成熟。联合国外空委及其科技

和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外空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成员国

由最初 24 个增加为 87 个，在外空政策、法律和技术等广泛

领域建立对话合作，并密切联系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航天

工业界等攸关方，成为及时回应和平利用外空有关需求和挑

战的权威平台。 

其次，外空活动规则不断完善。以《外空条约》为基石，

联合国外空委制定一系列条约，构筑起有效的外空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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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就空间碎片、核动力源等事项制定“软法”，对外空规

则作出必要补充，持续处理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外空商

业利用等前沿问题，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外空秩序总体成

型。 

再次，外空各领域合作深入推进。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

教育区域中心、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

（UN-SPIDER）等旗舰项目取得实效。各领域双多边合作带

动空间科技广泛传播，帮助各国显著提高利用外空的兴趣和

能力，展现外空活动造福人类生活巨大潜力。外空科技成为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主席女士，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人类外空事业迈进崭新纪元，各类

复杂问题也纷纷涌现：空间安全风险上升、航天能力发展不

平衡、外空活动新主体和新形式层出不穷。UNISPACE+50

是我们规划治理、应对挑战的历史性契机。刚刚通过的成果

文件由各国历经三年筹备和充分讨论后达成，反映了国际社

会对外空治理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中国感谢印度、德国和

加拿大在主持有关讨论中发挥的作用，期待第73届联合国大

会通过该成果文件。与此同时，我想进一步阐述中国的以下

三点主张： 

第一，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外空可持续发展。

UNISPACE+50 成果文件指出，要“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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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愿景、为全人类谋福利与利益”。这一共识是成

果文件的核心理念，也是 UNISPACE+50 对未来外空治理政

策发展的重要贡献。 

外空命运共同体愿景既和《外空条约》确立的“探索和利

用外空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等目标和宗旨一脉相

承，又契合保护外空环境、促进外空活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当代需要，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为在新时期

加强外空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应对和平利用外空各类挑战

指明了方向。 

中国一直致力于秉持命运共同体愿景，加强和平利用外

空的国际合作。昨天，以“中国的航天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

和造福全人类”（China’s Space Cooperation: Towards a Shared 

Future and Benefit for All）为主题的宣介会（side event）展

示了中国通过开放合作，促进实现外空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务

实举措。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为此不懈努力。 

第二，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外空全球治理

升级。当前，空间环境拥挤凸显治理困境，商业航天崛起呼

唤监管改革，众多发展中国家仍未充分受益于外空科技。应

对这些挑战需要凝聚各利益攸关方智慧和力量。以联合国各

项外空条约、原则和决议为基础，以外空委为主平台的治理

框架总体行之有效，在未来应继续得到保留和加强。同时，

作为其内核的具体机制和规则，要在各国平等参与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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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不断完善，以及时敏锐把握和回应当代和平利用外空

活动各类需求和挑战，包括：通过制订“空间2030议程”及其

执行计划和优化外空委工作机制，提升外空委效率和作用；

挖掘资源潜力，充分有效发挥外空司职能；继续扩大外空有

关条约普遍性，推动其更平等、全面和有效适用；利用外空

委平台及时有效应对新兴问题，对外空规则作出适当补充和

发展。 

中国加入了外空领域主要条约，支持并参与联合国有关

原则、准则的协商制订，包括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磋

商，以及对空间资源开发和利用、小卫星管理等新课题的讨

论。在国内层面，中国严格履行条约义务，完善相关立法，

并落实于航天规划和监管活动。中国将继续通过外空委平

台，深入参与国际社会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努力。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理念，深化外空各领域合作。合作

是和平利用外空的永恒主题，也是提升空间能力、应对共同

挑战、实现以空间科技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

UNISPACE+50 成果文件再次确认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并

指明具体合作方向，包括照顾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这些共

识应得到充分有效落实。中国欢迎外空委和外空司在此方面

继续发挥协调促进作用。 

中国一直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与各方合

作，特别是重视支持发展中国家应用需求和能力建设。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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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方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

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5 月 28 日，中国与联合国发布

“中国空间站空间实验首轮合作机会公告”，邀请各国利用自

行研制或中方提供的实验载荷在空间站舱内开展实验，以及

利用自行研制的舱外载荷在空间站舱外开展实验，未来还将

为各国航天员或载荷专家提供在轨飞行机会。中国资助

UN-SPIDER 北京办公室人民币 1800 万元，支持区域国家利

用空间技术防灾减灾。设于北航的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

亚太区域中心（中国）已为区域内国家培养近 800 名空间科

技和法律人才。中国政府一直并将继续积极支持亚太空间合

作组织的工作，扩大亚太地区各国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外空合作带来更强劲动力。中

国与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机

制，并将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促进沿线地区

信息互联互通。 

主席女士， 

探索和利用外空的事业方兴未艾。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

力，落实 UNISPACE+50 成果，为实现和平利用外空、造福

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愿景贡献力量。 

谢谢主席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