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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工作文件 

现有国际法律文书与防止外空武器化 

 

现有与外空军事利用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书不足以防止外空武器化 

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与外空相关的法律文书，包括：1963

年的《部分禁核试条约》、1967 年的《外空条约》、1979 年的《月球协定》，以及一些双边

协定等。这些国际法律文书为促进外空的和平利用、规范外空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禁

止在外空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某些军事活动也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足以防止外空武器

化。 

一、 《部分禁核试条约》 

2.  《部分禁核试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第一条 1（a）款禁止“在大气层；大气层范围以外，包括外层空间”进行“任何核武器试

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3.  此条款可解释为，既禁止在外空进行核武器试验，也禁止在外空使用核武器。在

《全面禁核试条约》至今尚未生效的情况下，该条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该条约针对

的仅是外层空间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不涉及其他武器的问题。 

二、 《外空条约》 

4.  《外空条约》（《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

的原则的条约》）第四条第 1 款规定，各缔约国“不在绕地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

其他任何种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上装置这种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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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层空间部署这种武器”。 

5.  该条款禁止在绕地轨道上、天体上和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未涉及

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的其他武器，如常规武器及基于其他物理原理的新型武器。 

6.  第四条第 2 款规定，“各缔约国只能将月球和其他天体用作和平目的，禁止在天

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 

7.  尽管该条款禁止在月球及其他天体上开展相关军事活动，但未禁止在月球及其他

天体所在的外层空间，如飞往和环绕月球或其他天体的轨道等处开展上述活动。 

三、 《月球协定》 

8.  《月球协定》（《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是对《外空条约》

的继承与发展，是迄今限制在月球及其轨道上开展军事活动比较全面的法律文书。但截至

2004 年 8 月，该《协定》只有 10 国批准、5 国签署，普遍性不高，同时，《协定》也存

在一些缺陷。 

9.  第三条第 2 款规定，“禁止在月球上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从事或威胁从事

任何其他敌对行为。禁止利用月球对地球、月球、宇宙飞船、宇宙飞船上的人员或人造外

空物体实施任何此类行为或进行任何此类威胁。” 

10.  第三条第 4款规定，“禁止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装置及防御工事，试验

任何类型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但不禁止为科学研究或为任何其他和平目的使用军事人

员。也不禁止为和平探索和利用月球使用必要的任何装备或设备。” 

11.  上述条款只禁止在月球上试验、使用各类武器，并禁止从月球上对地球及宇宙

飞船与人员使用各类武器，但未涉及在月球轨道上及月球以外的空间进行上述活动。 

12.  第三条第 3款规定，“缔约国不得在绕月轨道上、飞向或飞绕月球的轨道上放置

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或在月球上或月球内放置或使用

此类武器。” 

13.  上述条款只禁止在月球及月球轨道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未涉及其他种

类的武器。 

四、 《环境公约》 

14.  《环境公约》（《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第

一条第 1款规定，不得“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具有广泛、持久或严重后果的改

变环境的技术作为摧毁、破坏或伤害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手段”。第二条规定“环境”包括

外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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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一规定只禁止在外空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而并未涉及其他打击、破坏和伤

害别国的手段。 

五、 相关双边协定 

16.  美国与前苏联缔结的一些双边军控协定对在外空使用和部署特殊种类武器也作

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7.  1979 年《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II）第九条第 1 款规定，双方

“不研制、试验、部署…… ：（c）将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地球轨道的系

统，其中包括部分轨道轰炸系统。” 

18.  此条款对于禁止在地球轨道上部署、使用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

积极意义，但未禁止在地球轨道上部署、使用其他种类的武器。该条约已于 1985 年终止。 

19.  1972 年《反导条约》规定不研制、试验或部署天基反导系统。该条约在 2002 年

6 月 13 日美国退约决定正式生效后已废止。 

结论 

20.  现有与外空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虽然对在某些外空领域部署武器、使用武力及

开展军事活动作出一定程度上的禁止和/或限制，但其中相关条款范围有限，因而不足以

防止外空武器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第一，这些文书不能有效防止在外空，特别是在绕地轨道及月球以外的天体上试

验、部署和使用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的武器。 

(二) 第二，上述所有法律文书均未涉及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问题。 

21.  面对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用于外空战武器的研究和发展，以及包括“太空战”

概念在内的军事理论的出现，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强现有外空国际法律体系，弥补其不足与

漏洞，切实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最佳方式是通过谈判，制定防止外空武器化

的国际法律文书。 

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