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   A/AC.105/1039/Add.4

 
 

大  会  
Distr.: General 
21 Januar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V.15-00433 (C)  GP    300115    300115 

 
 

 *1500433*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关于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问题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二. 会员国提供的答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塞浦路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挪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乌克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三.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常驻观察员提供的答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航天新一代咨询理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 V.15-00433 
 

A/AC.105/1039/Add.4  

一. 导言 
 
1. 在 2014 年举行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上，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商定继续邀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委员会常驻

观察员提供对下列问题（A/AC.105/1067，附件二，第 15(c)段）的答复： 

 ㈠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

和划界事项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㈡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

空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㈢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㈣ 有哪些法规适用于或者可适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

轨道飞行？ 

 ㈤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

法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㈥ 请提出其他问题，以供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

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框架内审议。 

2. 秘书处编写本文件时依据了会员国和在委员会享有常驻观察员地位的国际

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答复。 
 

二. 会员国提供的答复 
 

塞浦路斯 

 
[原件：英文] 

[2014 年 12 月 19 日] 
 
 问题㈠。亚轨道飞行是一种并不涉及将运载工具送至轨道的可以飞行到很

高纬度的飞行。因此，在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有着直接的

联系。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外层空间条约）称，发射国对在外层空间发射的物体所造成的损害负有国际

赔偿责任。《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赔偿责任公约）规定，发

射国“绝对有责任对其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 

 因此，外层空间的可能定义和划界对开展空间活动的国家可能特别重要。 

 问题㈡。是的，这类定义可能有实际用途。 

 问题㈢。航空法和（或）空间法。然而，创设将适用于亚轨道飞行的特别

机制有可能减少因适用航空和空间法而可能产生的现行缺陷和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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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㈣。这将取决于对亚轨道飞行作出的法律定义。 

 问题㈤。塞浦路斯共和国目前没有任何建议可以提出。 
 
挪威 

 
[原件：英文] 

[2014 年 11 月 17 日] 
 
 问题㈠。亚轨道探空火箭有时负有其高度高于国际空间站和某些卫星的飞

行任务。 

 问题㈡。任何新的法规都不应禁止挪威开展其目前正在进行的那一类科学

探空火箭活动。 

 问题㈢。亚轨道意味着不进入围绕地球的轨道即进入太空并返回地球。 

 问题㈣。挪威有一项规范将物体射入空间的法律。将在单独的一份电子邮

件中转呈该项法律。为方便起见现随函附上纸面副本。 

 问题㈤。不予评论。 

 问题㈥。不予评论。 
 
乌克兰 

 
[原件：英文] 

[2014 年 12 月 10 日] 
 
 问题㈠。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

定义和划界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关联。 

 问题㈡。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在

空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问题㈢。乌克兰政府相信，有必要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的参

与下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委员会的框架内讨论亚轨道飞行的

定义问题。 

 问题㈣。可以假设的是，取决于其目的，亚轨道飞行在空间法或航空法的

范围之内。 

 问题㈤就目前而言，难以界定亚轨道飞行的定义对空间法逐步制定的影

响。 

 问题㈥。目前没有其他问题应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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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常驻观察员提供的答复 
 
航天新一代咨询理事会 

 
[原件：英文] 

[2014 年 12 月 1 日] 
 
 问题㈠。是的。在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建立相互关联

将能成为拟订空间和航空活动相关法律的一块奠基石。界定航空和外层空间的

划界对加深理解参与亚轨道飞行商业实体的权利和能力有着重要意义，而不论

这些飞行是载人运输还是纯粹科学目的的飞行。 

 飞机和航天器能够在卡门线周围运行的区域日渐扩大。较低边界因航天器所

能飞行的最低近地点而有所延展，而较高边界因飞机有能力在较高纬度飞行而被

外推，从而影响了对外层空间的定义，而这又影响了对亚轨道飞行的监管。 

 在这方面，用于科学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划界和

定义之间的相互关联至少是双重的：取决于空域和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亚

轨道飞行可能会侵犯一国的空域，并从而侵犯其主权。而且，对于在空域和外

层空间范围内进行的飞行任务，目前所适用的监管机制各不相同，例如空域的

监管机制是《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而外层空间的监管机

制是《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登记公约）。 

 问题㈡。是的，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

定义项向各国及其他行动方提供了有关其相关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确定性。要使

该定义对所有各方均切实有用，就应当不仅从国家而且从其他行动方的角度来

考虑和撰写有关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因此，法律定义应当考虑国家及其他

行动方（与航空和空间活动有关的商业实体及其他实体）的看法以及国内外的

观点，同时还要尊重有关航空和空间活动的国际法。 

 问题㈢。亚轨道飞行的定义应当基于对外层空间和空域及亚轨道飞行的定

义。所谓亚轨道飞行，即为航天器到达外层空间并且至少以 7.1 公里/秒的速度

完成围绕地球周转一圈。因此，亚轨道飞行的定义将排除轨道飞行。亚轨道飞

行是飞行器采取从地球发射并且直接返回地球的亚轨道飞行轨迹而不经轨道的

飞行。因此，它包括了并没有达到在某一纬度保持持续轨道飞行所必需的轨道

速度的飞行。 

 应当指出的是，鉴于技术的经常性变革，有关亚轨道飞行的任何定义都应

当有灵活性；因此，应当每隔五年审查有关亚轨道飞行的定义。 

 关于亚轨道飞行的目的，对于科学飞行任务的界定，可以不同于载人运输

飞行，因此需要加以进一步界定。还应当考虑的是在旅游业和非载人运输方面

的亚轨道飞行。灵活性和技术考虑应当是有关所有亚轨道飞行的定义的基础，

而不论其意图如何。 

 问题㈣。适用或可适用以下领域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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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空间政策和法律； 

 (b) 航空政策和法律； 

 (c) 可加以适用的其他国际法律和条约（例如为诸如陆地/海上划界和海上

发射之类潜在建模目的的海洋法）。 

 所有均从国家及其他行动方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观点。这包括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

织）的视角出发的联合国的看法。 

 问题㈤。以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为目的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

义将以下列方式影响空间法的逐步拟订： 

 (a) 帮助弥合航空法和空间法之间的隔阂（合作和（或）融合）； 

 (b) 推动给空间法增设商业/私营内容/视角； 

 (c) 空间的定义和划界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解

决该问题可以为解决其他空间法问题提供急需的动力； 

 (d) 确定在正在开展的空间法拟订工作背景下关于“宇航员、太空旅游

者、空间物体”概念的更为明确并且更加准确的定义（较之于有关飞行员、旅

客、货物和飞机的现行定义和法律）； 

 (e) 这可能会影响现在或未来国家航空与空间方面的法律和政策。 

 问题㈥。可以将其他这些问题理解为将在国家层面和（或）国际层面上加

以答复。 

 (a) 在问题㈠–㈤中，为求更加明确并了解相关商业因素，与其询问“科学

飞行任务”，缘何不问“科学研究飞行任务”；与其询问“载人运输”，缘何

不问“为载人和（或）货物运输付费”？ 

 (b) 由于亚轨道飞行可以在一个或多个主权国家的空域上（在名义上或在

无法控制的轨道上）进行，亚轨道飞行需要哪一种安全条例，并将如何处理这

类飞行？ 

 (c) 对于载人运输来说，将如何确定亚轨道飞行的旅客（进行医疗甄别和

（或）培训）并将如何加以界定？这些旅客究竟是“旅客”、“宇航员”、

“太空游客”还是其他某类人？ 

 (d) 旅客或太空游客究竟享有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商

业太空运输办公室术语法规汇编 400 系列中界定的“太空飞行参与者”的那些

权利？ 

 (e) 对于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如何作出不同于以科学飞行任务为目的的

亚轨道飞行的定义？是否存在任何区别？ 

 (f) 什么是空间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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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是否应该（能够）把在亚轨道飞行期间收回的材料视为自然人或机构

（公司）的财产？ 

 (h) 载人运输是否不同于太空旅游业？ 

 (i) 航空旅客条例可否适用于亚轨道飞行旅客（或可否作为其范例）？ 

 (j) 这些亚轨道旅客是否需要特别培训和（或）健康审查方可飞行？ 

 (k) 亚轨道飞行是否还应当遵行航空条例？这些飞行可否有一套综合条

例？ 

 (l) 关于非载人运输和太空旅游业，是否应当对亚轨道飞行的这些方面在

法律上加以界定和考虑？ 

 (m) 对于可从海上或国际水域发射的亚轨道飞行将适用何种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