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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 

祝贺您当选联合国外空委第65届会议主席，相信在您的

领导下，本届会议将取得圆满成功。主席先生和Niklas 

Hedman代理司长带领的秘书处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召开

本届会议，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方支持突尼斯代表“77国集

团加中国”所做发言。 

主席先生， 

当前，新型空间活动不断涌现，空间活动主体日益多元。

面对外空技术快速发展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外空治

理，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秩序势在必行。各方应

继续支持外空委发挥主平台作用，促进和平利用外空全球治

理和国际合作，避免这种作用遭到侵蚀；维护并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在规则制定中全

过程参与权、发言权。中方乐见外空委持续扩员和提升影响

力，支持危地马拉、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外空委成员国。中方

期待与各方一道，依据国际法加强外空全球治理，为世界各

国人民共享航天技术发展成果作出贡献。 

中方欢迎第 59届科技小组委员会和第 61届法律小组委

员会的报告，乐见两小组委员会下设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

（LTS）工作组和空间资源工作组高效推进，赞赏工作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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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领导下完成建章立制工作，期待两工作组在后续实质

讨论中坚持外空条约及其奠定的外空法基本原则，促进有关

空间活动以合法、有序且有利于各国共同利益的方式开展。

中方注意到众多成员国及一些国际组织关注低轨巨型卫星星

座带来的挑战，支持外空委对此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讨论，以

确保星座活动符合对轨道和频率的可持续利用，维护外空的

可进入性(accessibility)。 

“空间 2030”议程业经 2021 年第 76 届联大审议通过，中

方期待同各方一道，进一步发挥空间技术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将议程所反映的各方在和平探索外空、为全人类谋福利方面

的共同利益落到实处。 

主席先生， 

过去一年，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持续推

进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今年3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同

巴西航天局就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后续星达成共识；4月，中国

国家航天局发布《国家民用卫星遥感数据国际合作管理暂行

办法》，促进卫星遥感数据的国际应用与开放共享。中俄共

同发起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持续推进，欢迎感兴趣的国家、

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相关合作。 

自去年 10 月至今年 4 月，中国空间站神舟十三号乘组

共在轨飞行 183 天，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间的

最长记录。中国空间站开放国际合作，与外空司共同遴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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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空间科学国际合作实验项目，并已签署合作协议和任务

规划，正在按计划推进实施工作，中方还将适时发布第二轮

合作机会。 

去年12月，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与南非国家航

天局签署《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与南非国家航天局

关于卫星导航用于和平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与阿拉伯信

息通信技术组织签订《中国-阿拉伯国家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行

动计划（2022-2023年）》，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卫星导

航领域的合作。 

中方重视运用空间技术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共同

挑战。今年5月，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成立，将引导五国

航天机构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合

作。2019年6月，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全球23个航天机构与组织

共同签订《空间气候观测平台(SCO)联合声明》，共建SCO

平台。中国的8颗卫星和3个卫星星座加入空间与重大灾害国

际宪章(CHARTER)机制，于2021年向近40个国家的87次自然

灾害提供千余景卫星数据，支持各国防灾减灾。中国还持续

支 持 联 合 国 灾 害 管 理 与 应 急 反 应 天 基 信 息 平 台

（UN-SPIDER）项目，为UN-SPIDER北京办公室提供资金和

技术保障。 

外空安全(security)挑战和威胁与日俱增，防止外空军备

竞赛，是确保外空和平、安宁、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前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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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夸大甚至滥用“安全威胁”，可能为发展中国家

和平利用外空设置过高门槛。中方呼吁各方平衡处理外空安

全与和平利用的关系，尊重并确保各国平等享有和平利用外

空的权利，特别是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利益。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