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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关于对小卫星活动适用国际法的一般性交换意见 

 

1. 依照大会第 77/121 号决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审议了作为其议程上的一个单

项讨论议题/项目的题为“关于对小卫星活动适用国际法的一般性交换意见”的

议程项目 14。 

2.  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和俄罗斯联邦的代表

在议程项目 14 下作了发言。巴基斯坦代表以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作了发言。

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的观察员也在该项目下作了发。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

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作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3.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由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现状和适用情况工作组审议

的关于对小卫星活动适用国际法的调查问卷（A/AC.105/1260，附件一，附录

二）。小组委员会注意到，该调查问卷和所收到的答复（见 A/AC.105/C.2/2023/ 

CRP.8）都是对国际一级就小卫星活动所涉法律问题展开的讨论做出的宝贵贡献。 

4.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回顾就空间物体登记及小卫星和甚小卫星频率管理提供

指导的国际电联/外层空间事务厅联合文件以及由秘书处编写的题为“大型星座

和巨型星座的登记”的背景文件（A/AC.105/C.2/L.322）。 

5. 小组委员会重申，小卫星活动尤其给发展中国家与包括大学、教育机构和

研究机构等相关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给资源有限的私营行业提供了利用

太空的机会和惠益。 

6. 小组委员会称，鉴于小卫星活动日益增加的趋势，并且为了保证外层空间

活动的安全和可持续性，这些活动都应在包括联合国关于外层空间的条约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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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国际电联章程和公约》及《国际电联无线电条例》，以及诸如外空委《空

间碎片减缓准则》和外空委《外层空间事务长期可持续性准则》（A/74/20，附件

二）之类不具约束力文书在内的现行国际框架范围内进行。 

7. 会上向小组委员会介绍了各国和各国际组织重点开发和运营小卫星的各种

方案的情况，其中包括外层空间事务厅与小卫星有关的方案，例如称作“希望”

号立方体的关于从国际空间站日本实验舱（“希望”号）上部署立方体小卫星的

联合国/日本合作方案和为立方体小卫星申请人拟订项目计划提供支持的“‘希望’

号立方体小卫星学院”。 

8. 一些代表团认为，考虑到空间物体不论大小都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不应当创设可能对发展中国家设计、建造、发射或使用空间物体造成

限制的有关小卫星的临时法律制度或任何其他法律机制。发表该意见的代表团

重申，应当确保根据所有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提供有保障的并且公

平的利用地球静止轨道轨道位置的机会，应当以负责任方式移除或消除卫星，

未经登记国事先同意或授权，不得移除或消除任何空间物体。 

9. 一些代表团认为，使用小卫星虽有其有利之处，但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小卫

星活动对地面天文台进行的天文观测和对利用空间造成的影响， 其原因是，鉴

于低地球轨道和近地空间日益拥挤，在预测和防止空间物体碰撞方面遇到挑战。 

10. 有意见认为，鉴于与巨型星座有关的趋势，在该议程项目下的进一步讨论

应当述及下述问题：合理公平使用低地球轨道和频谱、如何避免操作干扰和发

生碰撞风险、展开国际协调及披露空间态势感知活动信息和数据，以及如何以

最佳方式登记巨型星座。 

11. 有意见认为，虽然《外层空间条约》为开展小卫星活动提供了核心指导，

但重要的是应当进一步改进对这些活动的管理，并在审议该事项上应当与包括

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空间交通管理和空间碎片在内的两小组委员会的

议程项目进行协调。发表该意见的代表团还认为，与国际电联及其他相关国际

组织的合作对小卫星活动的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2. 有意见认为，还应当在国家立法一级实施国际商定的小卫星活动相关建议。

这些建议除其他外包括外空委《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中关于不论

其物理和运行特征的空间物体设计和运行的准则 B.8 以及关于加强不论其大小

的空间物体登记实践的准则 A.5。 

13. 有意见认为，应当有一种更加系统化的标准做法来制定将便利参与小卫星

开发和运营的所有行动体以安全和负责任方式开展业务的基本准则，同时注意

不要过分限制和阻碍新参与者从事空间活动。发表该意见的代表团还认为，应

开展多利益攸关方的磋商以制定此类准则。 

14. 小组委员会一致认为，继续开展其在本项目下的工作将为处理在小卫星使

用方面与国际和国家政策及监管措施有关的焦点问题提供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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