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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资料 

 

  巴林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4 日] 

 

目前平台和空间旅游的商业化正在推动亚轨道和轨道飞行数量的增加，可能在不久

的将来需要考虑拟订对外层空间进行定义和划界的空间商法。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2021 年 1 月 19 日] 

 

鉴于空中交通和空间飞行的增长，该回应无关实际情况，而只是涉及某种可能性，

因此，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之间的会议在以下方面十分重

要： 

 (a) 管辖空气空间活动的文书（1944 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及其附件和 2009

年《关于航空器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的公约》）；  

 (b) 管辖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 

太空飞行目前从地面航天港起飞，因此要经过空气空间。在空域发生事件或事故时，

将适用这两套法规。 

 

  菲律宾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20 日] 

 

外层空间的国际定义和划界可能有助于今后就商业载人航天飞行（例如空间旅游）

进行立法，包括与向经营者发放许可、安全条例和保护消费者权利有关的立法。 

 

 三. 从外空委常设观察员收到的答复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20 日]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对 A/AC.105/1112/Add.9 号文件所提供的答复以及 A/AC.105/ 

1039/Add.15 号文件所载问题(c)和(e)的答复未做进一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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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空间大学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19 日] 

 

著作者希望提请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工作组注意高空平台基站的情况。国际电信联

盟的《无线电条例》第 1.66A 条将高空平台基站定义为“安装在一个离地面上某一

确定地点 20-50 公里高的物体上的基站”。 

凭籍其独特的能力和特点，高空平台基站有可能可以弥合地面网络和空间卫星之间

的差距1。在国家领空内相对较高的高度上并置高空平台基站，再加上它们通常被

认为是空间活动的工作情况，就要求在外层空间的划界上采取更灵活的做法。 

鉴于高空平台基站的混合性，在适当规范其活动上不宜全面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

一如亚轨道飞行的情况。因此，不少著作者均认为，这种“模糊地带”的活动意味

着发展出一个称作“临近空间”的位于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中间地带。2
 

该区域将位于海平面以上 20 至 99 公里之间，规范其的法律制度可以是航空法和空

间法的组合。著作者认为，工作组可能会认为临近空间的概念是一种适当的折中办

法，能够解决“空间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之间的长期争论。 

 

  航天新一代咨询理事会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26 日] 

  

 (a) 高空伪卫星正在制造和测试之中，它显示出可在比传统飞机更高的高度上

长时间长途飞行的能力； 

 (b) 在联合国登记的低于卡门线的大量人为造成的碎片；  

 (c) 亚轨道飞行测试越来越证明私营公司已做好提供亚轨道运输的技术准备； 

 (d) 甚低地球轨道正在引起人们对地球观测和电信目的的兴趣，缩小了高空空

气空间与技术上可能的最低近地点之间在活动上的差距。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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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2 Olavo de Oliveira Bittencourt Neto，“为监管目的界定外层空间的界限”，《Springer 空间发展简报》

（2015 年），第 61 页；另见 Mélanie Herrenbrandt，“高空平台基站：质疑平流层活动的空气空间

和外层空间的法律划界”，硕士论文（卢森堡大学，2020 年），第 33-4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