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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成员国收到的答复 
 

  奥地利 

[原件：英文] 

[2017 年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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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亚轨道飞行通常被称作在最高至不涉及将飞行器送入轨道的甚高高度上的飞行。1
 

亚轨道飞行的混合性质所引起的——迄今尚未解决的——对其是否适用航空法或

空间法的问题。确立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似乎不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些飞行

将继续部分在空气空间进行，部分在外层空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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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空

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确立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定义可以成为讨论在国

际层面上对其适用的法律机制的性质的第一步。这将有利于各国拟订在国家层面

上管控和监督这些活动的规则。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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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没有关于已经商定的亚轨道飞行的国际定义。鉴于目前的技术发展，一个共

同接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一级的定义似乎难以实现。在这些情况下，逐

步作出不具约束力的描述可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项，它还具有可作调整以适应

今后的技术创新的好处。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将亚轨道飞行称之为“在最高至不涉及将飞

行器送入轨道的甚高高度上的飞行”（见上文）。基于这一描述并在找到国际商定

的定义或描述之前，一种普遍认可的行文可以是“一直到甚高高度的飞行，而不

必完成围绕地球的一次或几次轨道飞行”。 

鉴于这种飞行能够到达如 1,000 公里之类甚高高度的事实，“亚轨道”这一术语

似乎不一定是适当的。它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些飞行是在低于地球轨道的高度

进行的。也许可以着手讨论拟订将避免造成这一印象的新的术语。 

问题㈣。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

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鉴于亚轨道飞行的混合性质，国际空间法（尤其是 196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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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约》、1968 年《营救宇宙航行

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972 年《外层空间

__________________ 

 1 A/AC.105/C.2/2010/CRP.9 所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工作文件第 1.2 段。 

http://undocs.org/ch/A/AC.105/C.2/2010/CR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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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和 1974 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

约》）、国际航空法（包括 1944 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29 年《统一国际航空

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 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和 1952 年

《外国飞机对地面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公约》）和习惯国际法及国家法律均可适用。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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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有关亚轨道飞行的定义或描述，加之于在国际层面对可适用的

法律规则作出澄清，即可形成如何应对有关这些活动的法律挑战的共同理解。这

可以给拟订有关亚轨道飞行的国家空间法规提供指导。此外，它可便利开发一个

全面的空间交通管理系统，并推动该部门的商业化。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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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哪些法律规则应适用于亚轨道飞行？ 

 (b) 如果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则会在安全、登记、保险和负债方面产生什

么后果？ 

 (c) 对亚轨道飞行定义的拟订如何做到十分灵活足以适应新的技术发展？ 

 (d) 如何对载人运输（空间旅游）的活动加以核证？ 

 (e) 可以由哪一个组织负责空间交通管理？目前尚没有负责世界空间交通的

任何民用公共机关（相当于在空气空间方面的国际民航组织）。 

 

 三. 从外空委常设观察员收到的答复 
 

  国际法协会2 

[原件：英文] 

[2017 年 2 月 3 日] 

有关该事项的一份会议室文件由国际法协会所属空间法委员会主席提交给法律小

组委员会 2016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3这份文件介绍了空间法委员会内部 2014-2015

年间在有关亚轨道飞行问题上的发展态势。在 2016 年 8 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法

协会第七十七届大会之后经深入分析后产生的本文件，提及这次大会工作会议所

反映的该领域最新动态。4
 

约翰内斯堡的讨论对提交给国际法协会第七十六届大会（2014 年在哥伦比亚特区
__________________ 

 2 从国际法协会所属空间法委员会主席收到的进一步答复和更新 

 3 A/AC.105/C.2/2016/CRP.10。 

 4 2016 年 8 月 7 日至 11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空间法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可在 www-ila-hq.org

上查读：点击“委员会”和“空间法”。它将很快以书籍形式提供（由伦敦的国际法协会出版）。 

http://undocs.org/ch/A/AC.105/C.2/2016/CR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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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盛顿举行）的报告作了更新。它推进了有关以下方面的讨论：亚轨道飞行的

定义和描述、有关亚轨道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工具的现行概念、进行中项目、适用

法律、赔偿责任制度以及对亚轨道行业市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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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当时据指出，尽管在各领域继续努力，但既没有达成亚轨道飞行的国际协定，也

没有在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划定有法律约束力的边界。除其他外，国际民航

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秘书处的外层空间事务厅均有倡议，这些倡议时或表明对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利用的互动有所了解。 

还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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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划界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亚轨道飞行定义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获得认可。国际民

航组织建议的定义，即在最高至不将飞行器送入轨道的甚高高度上的飞行，并未

得到任何具法律约束力的国别或国际文件的接受。这些飞行的主要特点是，它们

是抛物线飞行，而且无法完全实现轨道轮换。它们涉及纵向起飞、纵向着陆及横

向起飞和横向着陆。目前最为相关的项目是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

XCOR 宇航公司（XCOR）、蓝色起源公司（Blue Origin）、马斯腾太空系统公司

（Masten Space Systems）和 UP 航天公司（UP Aerospace）的项目。维珍银河公司

和 XCOR 宇航公司的项目（纵向起飞、纵向着陆）名列最为成功的飞行项目。而

且，未就术语问题形成任何共识。事实上，国际法协会所属空间法委员会的有些

成员建议为求精确起见将“亚轨道飞行”更名为“非轨道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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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空

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上述约翰内斯堡大会所反映的国际法协会目前所持看法是，将亚轨道飞行法律方

面同划界问题挂钩即意味着止步不前，将会阻碍在该领域取得进展。相反此时应

注意上述说法，并应继续分析国家实践和行业的发展。划界问题不应当变成影响

拟订国家和国际亚轨道飞行法规的障碍。而且，目前没有在这方面的任何政治意

愿。人们似乎高度期望，划界问题同时将经由习惯国际法而逐步得到理顺，如同

海洋法有关领海宽度的做法。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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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亚轨道飞行的定义或对其可能作出的科学描述，至少在早期阶段，后一种做

法似乎比多数做法更为可取。其原因是，定义往往是设定限度和限制，而描述通

常无法面面俱到。鉴于国家实践预期将会增加，起草示范法准则似乎是当今的最

佳选项。按照这一思路，国际法协会现已着手编写该类国际文书；该文书的第一

份草稿将提交给拟于 2018 年 8 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下一次两年期会议。当

然，我们将继续向法律小组委员会介绍该倡议的进展情况。 

问题㈣。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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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在国家一级已经通过了一些法律规则。澳大利亚给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之间的界

限设定了 100 公里的界限，美利坚合众国订有具体条例，规定通过联邦航空局发

放许可。比利时已将亚轨道飞行排除在空间法的范围之外，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在其民航局下成立了一个工作队，在德国，空气空间内的所有飞机均为

航空器。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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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家实践，从澳大利亚、法国、印度和日本收到了对国际法协会所属空间法

委员会报告员分发的要求进一步澄清的调查问卷的答复。法国和日本参与了亚轨

道项目。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订有关于该事项的法规。澳大利亚认为没有立即

订立具体法规的需要。法国认为，航空法首先应予适用，可稍后建立自成一体的

框架。印度正在起草其国家空间法规，但似乎不包括亚轨道飞行。日本将颁布一

项国家空间活动法，并且将不会把亚轨道飞行纳入其今后的法规中，因为它认为

现阶段没有必要对其加以规范。 

国家实践表明，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相关国家的法律——认为亚轨道飞行属于航

空法制度的范围——没有对亚轨道飞行作出具体规定。国家立法很少处理这类飞

行。2008 年，欧洲空间局称，载人亚轨道飞行应当被视为高空空气动力学飞行，

欧洲航空安全机构将民用亚轨道运行置于该机构管辖和认证之下。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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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法和空间法的赔偿责任规则无法直接适用于亚轨道飞行。规则可能由国家举

措逐渐演变而成，由于航空航天活动投资规模巨大并且风险很高，需要有详细的

解决办法。提议必须要处理建立关于亚轨道飞行的（特殊）合同责任制度（过错

有限责任）问题，该制度可借鉴航空领域早期所获经验。 

国际法协会下属委员会的报告员认为，随着亚轨道服务需求的预期增加，新的航

天工业可能会发展起来。国际亚轨道飞行有可能对国家主权以及由 1944 年《国际

民用航空公约》和补充协定所确立的某些航空自由的可适用性构成挑战。还需要

有技术解决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空中交通管制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

上处理航空港标准和保证航空安全机制的物流基础设施的创建、协调和监督。 

国际法协会的成员就对亚轨道飞行办理登记的需要或不办理登记的需要展开了讨

论，因为其未达到《登记公约》第四条的标准。出于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因，

这一点被视为最为重要，因为亚轨道飞行可能会对低轨道空间物体构成威胁。至

于赔偿责任，如果频繁开展，非轨道飞行会对低轨道空间物体构成威胁。若有损

害，则应适用责任公约。关于这些活动对空间环境的影响，必须铭记安全预防和

避免有害干扰其他国家空间活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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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从国际法协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大会到 2010 年约翰内斯堡大会期

间的两年内，并且自 2016 年向法律小组委员会提交有关该事项的会议室文件以

来，在实现针对亚轨道运营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方面进展不大。然而，随

着技术进步和测试飞行取得成功的数目日益增多，亚轨道飞行或许有可能成为一

个可行的市场。在此框架内，空间旅游业有可能成为亚轨道活动营销热度最高的

市场。为求明确而必须采取详细的法律做法。应当进一步处理尚未解决的法律问

题，以在草拟关于亚轨道活动示范法的公开准则之时将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纳入

其中。这些准则应当完善某些方面的规定，并且列入有关亚轨道运输的其他方面

的规定，例如航空安全和空间交通管理、航空港基础设施方面的法律问题以及对

航空交通和亚轨道交通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