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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 月 10 日中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和俄罗斯联邦
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会议代理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中

国和俄罗斯联邦提出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更新的中文和俄文案文 

 谨此转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

案更新的中文和俄文案文。 

 谨请将此信及所附中俄文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裁军谈判会议 
大使 
吴海涛(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 
大使 
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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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 

 本条约各缔约国， 

 重申进一步探索和利用外空在人类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愿防止外空成为放置武器的新领域，以便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危

险， 

 重申严格遵守现有与外空活动相关的多边协议的重要性，认识到在外空活动

中遵守国际外空法原则和规范有助于建立对各国的和平目的的信任， 

 注意到《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月球等天体在内的外空行为原则条约》(以下
简称“1967 年外空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承担不在环地球轨道放置带有核武器或
其他类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天体上和外空放置此类

武器的义务， 

 认识到尽管现有与外空相关的国际协议及法律制度在规范外空活动中发挥着

积极作用，但是不能充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 

 忆及联合国大会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该决议除其他外，确认

需要考察进一步的措施，以寻求有效、可核查的多、双边协议，从而防止外空军

备竞赛。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为本条约目的： 

(一) “外空物体”系指放置在外空、专为在外空运行而设计的任何装置； 

(二) “在外空的武器”系指制造或改造的、基于任何物理原理用来消除、
损害或干扰在外空、地球表面或空气空间中物体的正常功能，以及用来消灭人口

和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物圈组成部分或对其造成损害的任何外空物体或其组

成部分； 

(三) 一个装置如果至少绕地球一圈，或在离开绕地轨道之前沿该轨道运行
一段，或被置于外空当中的任何位置或地球外任何天体上，则视为被“放置在外

空”； 

(四) “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分别系指针对他国管辖和(或)控制
下的外空物体采取的蓄意损害行动，或以书面、口头或其他任何形式表达采取这

些行动的意图。根据专门协议应他国请求停止请求国管辖和(或)控制下的外空物
体失控飞行的行动，不应被视为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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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本条约缔约国承诺： 

• 不在外空放置任何武器； 

• 不对缔约国外空物体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不在国际合作中从事与本条约内容与宗旨不符的外空活动； 

• 不协助、不鼓励其他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或任何

非政府组织，包括在本国管辖和(或)控制下的领土上成立、登记或位于
该领土上的非政府法律实体，参加与本条约内容和宗旨不符的活动。 

  第三条 

 本条约不应被解释为妨碍各缔约国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1967 年《外
空条约》等在内的国际法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的权利。 

  第四条 

 本条约丝毫不得影响《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确立的缔约国固有的单独或集
体自卫权。 

  第五条 

 缔约国认识到有需要对本条约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采取监督措施，并可在今

后的附加议定书中予以规定。 

 为增进对遵守本条约规定的信任，除非另有协议，缔约国可在自愿基础上，

执行商定的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 

  第六条 

 为促进实施本条约的宗旨和条款，缔约国应建立条约执行机构，该机构应： 

(一) 考虑与条约的运行与执行相关的事务； 

(二) 受理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关于指称违反条约的询问； 

(三) 组织并与缔约国举行磋商，以便处理有关某缔约国违反本条约的情况； 

(四) 如有关指称违反本条约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大会
或安理会； 

(五) 组织并举行会议以讨论和通过条约修正案； 



CD/1985 

4 GE.14-05065 

(六) 制订集合数据共享与信息分析的程序； 

(七) 收集和散发缔约国提交的作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组成部分的信息； 

(八) 接收新缔约国加入条约的通知，并提交联合国秘书长； 

(九) 经缔约国同意，考虑其他程序性和实质性问题。 

 本条约执行机构的设立程序、工作机构构成、运行程序和工作细则等应在一

个附加议定书中规定。 

 缔约国应与本条约执行机构合作，以协助其履行被赋予的职能。 

  第七条 

 如一缔约国有理由认为另一缔约国未履行本条约所规定之义务，可请求该缔

约国澄清有关情况。被请求澄清的缔约国应尽快予以澄清。 

 如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澄清未能解决其关切，可向被请求的缔约国提出磋

商请求，被请求国应立即参与磋商。与磋商结果有关的信息应提交条约执行机

构，由执行机构与各缔约国共享。 

 如磋商未能在适当照顾各缔约国利益的情况下达成一致解决办法，一个或多

个缔约国得请求执行机构予以协助，并提交进一步考虑该争端所需的相关证据。

执行机构可以召集缔约国举行会议，以审议该争端，决定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并

根据缔约国提出的解决争端与消除违约的方案准备有关建议。如仍不能解决争端

或消除违约情况，执行机构可提请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注意该事项，包括有关资

料和结论。 

 如出现涉及 1972 年《空间物体造成损害国际责任公约》的情况，应适用该
公约相关规定。 

  第八条 

 除第九至十三条外，本条约所指国家应涵盖任何在外空开展活动、声明接受

本条约义务，且其多数成员为本条约缔约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国际组织成员

国中的本条约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该组织依照本条规定发表上述

声明。 

  第九条 

 本条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所有国家开放签署。任何国家如在本条约生效前

未签署条约，可在任何时间加入本条约。 

 本条约须经签署国依照各自国内程序批准。 



CD/1985 

GE.14-05065 5 

 批准书或加入书应提交作为本条约指定保存人的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第十条 

 本条约自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在内的 20 个国家交存批准书之
日起生效。 

 对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

书之日起对其生效。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所有签署和加入本条约的国家通报每一次签署条约的日

期、每一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的日期、本条约生效的日期、修改条约的建议、

出现的争议及其处理情况，以及其他有必要通报的信息。 

  第十一条 

 任一缔约国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修正案应提交联合国秘书长，以分发所有

缔约国。如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同意，应召开修约会议。 

 对本条约的修正经缔约国协商一致接受后生效。 

  第十二条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每一缔约国在行使其国家主权时，若断定与本条约调整事项有关的非常事件

已使其最高利益受到危害，应有权退出本条约。退约国应在退出前六个月将退约

决定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应说明退约国视为已威胁其最高利益的非常

事件。 

  第十三条 

 本条约正本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

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条约核正无误的副本分送所有签署国

和加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