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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8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9 日，维也纳 

 

  关于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驱动因素的决议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关于审议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的第 72/79 号

决议中，强调了将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和 21 日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六十

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外空会

议+50”）高级别会议的重要性，该会议将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 

2. 大会还强调将以决议的形式向大会提出“外空会议+50”议定的具体交付成果

和结果，供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审议，其中包括“空间 2030”议程及其执行计划，

以加强空间活动和空间工具对实现全球议程的贡献，这些议程涉及在和平探索和利

用外层空间的基础上解决人类长期发展的关切问题。 

3. 大会请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外空会议+50”成果的决议草

案，供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全体会议审议。 

4. 由秘书处编写的供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审议的该决议草案

初稿（见 A/72/20，第 324(d)段）全文如下。 

 

  

http://undocs.org/ch/A/RES/72/79
http://undocs.org/ch/A/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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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驱动因素的决议草案 

 

 大会， 

 回顾其 1968 年 12 月 20 日第 2453 A (XXIII)号、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 37/90

号、1999 年 12 月 6 日第 54/68 号、2004 年 10 月 20 日第 59/2 号和 2017 年 12 月 7

日第 72/79 号决议， 

 认识到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五十周年（“外空会议+50”）是一

个独特的机会，可用以审议委员会的现状并确定其未来对全球外空活动全球治理的

贡献， 

 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在筹备“外空会议+50”时评估了其在治理、能力建设、抗

灾能力、互操作性和空间促进可持续发展跨部门领域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以及

两个小组委员会和秘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厅在这些领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并且

还满意地注意到这一评估为选择“外空会议+50”的优先主题奠定了基础，1 

 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外空会议+50”的以下七个优先主题代表了涉及关键领

域的一项综合战略，这些关键领域共同确定了委员会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和外空厅

今后工作的核心目标： 

 (a) 空间探索和创新全球伙伴关系（优先主题 1）； 

 (b) 外层空间和全球空间治理法律机制：当前和今后的看法（优先主题 2）； 

 (c) 加强空间物体和事件信息交流（优先主题 3）； 

 (d) 国际空间天气服务框架（优先主题 4）； 

 (e) 加强空间合作增进全球健康（优先主题 5）； 

 (f) 国际合作争取实现低排放、有恢复力的社会（优先主题 6）； 

 (g) 为二十一世纪开展能力建设（优先主题 7）； 

 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和外空厅在执行“外空会议+50”七

个优先主题方面的工作，2包括相关目标和机制，并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关于优先主

题的说明和关于为筹备“外空会议+50”而组织的活动的报告，3 

 认识到 2018 年 6 月 20 日和 2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外空会议+50”高级别会议

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联合国全球空间峰会，目的是加强空间活动和空间工具对实

现全球议程的贡献，这些议程涉及解决全人类长期发展的关切问题， 

 深信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各级更强有力的空间治理和辅助结构，

包括改进获取天基数据和利用空间基础设施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AC.105/L.297 和 A/AC.105/1137。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71/20），第 296 段。 

 3 A/AC.105/1168、A/AC.105/1169、A/AC.105/1170、AC.105/1171、A/AC.105/1172、A/AC.105/1173

和 A/AC.105/1174 ； A/AC.105/1129 、 A/AC.105/1160 、 A/AC.105/1161 、 A/AC.105/1162 、

A/AC.105/1163、A/AC.105/1164、A/AC.105/1165、A/AC.105/1175 和 A/AC.105/1181[待增补]。 

http://undocs.org/ch/A/RES/37/90
http://undocs.org/ch/A/RES/37/90
http://undocs.org/ch/A/RES/54/68
http://undocs.org/ch/A/RES/59/2
http://undocs.org/ch/A/RES/72/79
http://undocs.org/ch/A/AC.105/L.297
http://undocs.org/ch/A/AC.105/1137
http://undocs.org/ch/A/71/20）
http://undocs.org/ch/A/AC.105/1168
http://undocs.org/ch/A/AC.105/1169
http://undocs.org/ch/A/AC.105/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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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及在这方面需要缩小空间机会鸿沟，这种鸿沟危及经济增长，增加国家间的

不平等，阻碍普遍、安全和公平获取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遗产的空间

惠益， 

 因此，深信空间活动持续增长和多样化应归功于在外层空间事务厅支持下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促成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国际合作所做的综合和持

续努力，特别是在作为主要国际平台促进全球国际合作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内做出的努力， 

 申明“空间 2030”议程作为综合蓝图是围绕四个支柱确立的，即空间经济、空

间社会、空间利用机会和空间外交，这些支柱代表了跨部门的广泛战略领域，其中

将空间视为总体发展目标和加强国际合作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和促进因素，尤其是

为了造福发展中国家， 

 在这方面强调，根据“空间 2030”议程，需要在各级和更广大空间界行动方之

间建立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与协调，以便

加强空间对于所有人民福祉的效用，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空间 2030”议程和外层空间活动全球治理的说明，4 

 1. 作为“空间 2030”议程的核心，为加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两个

小组委员会和外层空间事务厅的任务授权，特此宣布如下： 

 (a) 空间经济包括一整系列在探索、理解和利用空间过程中为世界大众创造和

提供价值及惠益的所有活动和资源利用，并且旨在实现空间部门的经济效益和加强

其作为充满活力的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作用，在此方面，为加强空间驱动的经济效

益，应当采取行动： 

㈠ 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空间伙伴关系，作为外层空间事务厅领导下的综

合协调机制，以促进现有空间资产的优化服务提供和促进形成发展创新系统和

空间解决办法的伙伴关系，支持各国监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㈡ 制定全球空间契约，作为外空厅与业界和私营部门协作的主要机制，并作

为私营部门实体的切入点，支持执行“空间 2030”议程； 

㈢ 设立促进发展的全球空间基金，作为由外空厅维护的自愿信托基金，为协

调和开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空间伙伴关系的活动提供支持，以便采用更

广泛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空间解决办法，包括公私伙伴关系，并且旨在支持更广

泛地应用空间解决办法； 

 (b) 空间社会意味着是一个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时最优化利用空间技术和天基

服务和应用以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在此方面，为推动空间相关活动的社会效益，

应当采取行动： 

㈠ 促进形成科研界之间的伙伴关系，为更广大的用户范围发展和推广天基数

据、服务、应用和标准，并提供这方面的可见度，为此，外层空间事务厅应与

合作伙伴合作，促进天文学、空间科学及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有关的其

__________________ 

 4 A/AC.105/1166。 



A/AC.105/C.1/L.364  

 

V.17-08804 4/6 

 

他学科的教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并增强妇女权能，作为外空厅空间扶助

妇女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扩大妇女接受与空间有关的教育和职业的可能性； 

㈡ 加强外空厅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体制安排，以便在更广泛应用空间解决

办法增进全球健康方面开展有效协作； 

㈢ 加强实施外空厅的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天基信息平台）

工作，以协助其充分履行其任务，提供获取天基数据和服务的途径，用于减少

灾害风险和应急响应，包括针对气候变化影响，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㈣ 强化外空厅在国际和区域的覆盖面，依靠其现有的全球网络，包括联合国

附属各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以及天基信息平台区域支助办事处，以

及根据会员国的提议可能设立新的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及优才中心； 

㈤ 加强外空厅支持关键行动方制定、设计和落实空间气候观测站的能力，作

为建设低排放和有恢复力的社会的重要机制，并且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全

球空间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㈥ 通过增强行星防御努力和提高会员国特别是那些在此领域没有能力的会

员国的认识，加强对于近地天体潜在影响的防备能力，为此外空厅应当与空间

飞行任务计划咨询小组和国际小行星警报网络共同努力，包括通过其天基信息

平台方案开展合作； 

 (c) 空间利用机会确保所有会员国能够享受社会经济惠益以及平等利用空间

科学技术应用及天基数据、信息和产品，空间附带利益和技术按需要做出调整，目

的是提高地球上的整体生活质量，在此方面，为加强所有国家对空间的利用，应当

采取行动： 

㈠ 落实辽阔宇宙倡议的各项目标，为此外层空间事务厅应与其合作伙伴一道

努力推动和促进天文学和空间科学数据的开放和透明化查询机会，特别是通过

在线提供这些数据； 

㈡ 在外空厅领导下编制《空间促进发展概况》和《空间解决办法简编》，作

为评估国家层面发展空间能力的优势和劣势及提供空间解决办法以增强国家

空间活动能力的重要工具； 

㈢ 增强外空厅为实现以开放和包容方式利用空间而开展的活动，并为会员国

发展空间能力从而缩小空间鸿沟提供援助，在此方面，《空间促进发展概况》

和《空间解决办法简编》应提供一个基础，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特别

是为发展中国家谋求利益，包括通过利用长期能力建设和加强南南合作方面的

三方合作，包括通过与空间局和私营部门实体的合作； 

㈣ 加强外空厅的航天飞行组合计划，作为其载人航天技术举措的一部分，包

括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广泛的各种发射机会、地面和在轨空间实验机会，如

借助落塔、空间站和低轨道自由飞行运载工具的机会，以及通过设计、制造和

操作小卫星； 

㈤ 建立联合国附属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联盟，以加强现有各区域中

心的服务提供和相互协调，包括根据会员国的提议可能设立的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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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在外空厅领导下，建立能力建设网络，向希望获得成员资格的任何实体，

特别是大学、博物馆和其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实体开放，供其加入，目

的是推动利用空间，并提供空间相关教育机会，重点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教育机会； 

㈦ 创建世界空间遗址方案，作为规划中的能力建设网络及设想中的更广泛组

成结构的一部分，作为推动空间相关教育、促进能力建设和提高公众认识的工

具，具体侧重于月球和其他天体上具有特别相关性的遗址； 

㈧ 建立空间信息和培训中心，作为外空厅的一个设施，旨在为培训员和教育

工作者创造可能性，特别是为那些空间相关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或无这类设施的

国家创造可能性； 

㈨ 建立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等机制，提供更多机会获得外层空间事务厅为推

广空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惠益而编制的在线资源，以及创建根据外空厅所确

定的需要而改编的新内容，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d) 空间外交立足于现有的规范和通过谈判达成的条约，是指会员国在相互平

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接触，总体目标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并建立以知

识为基础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在此方面，为加强现有机制并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活

动国际合作领域形成新的机制，应当采取行动： 

㈠ 加强二十一世纪的外层空间活动全球治理，包括在外层空间事务厅支持下

加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作为促进国际空间合作和谈判与空间活动有关

文书的主要政府间平台的独特作用，并继续努力进一步增加其成员数目； 

㈡ 强化委员会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之间的协调和相互关系，以跨部门的综合

方式处理各项议程项目，将科学、技术、法律、政策和决策层面结合在一起； 

㈢ 调整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的总体议程结构，以便综合处理利用空间作为

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效用，并加强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安保和可持续

性； 

㈣ 在委员会议程上列入一个关于空间探索和创新议题的新项目，以便审议涉

及人类空间视野和促进实现探索与创新相关目标的问题； 

㈤ 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议程中列入一个多年期工作计划下关于空间与

全球健康议题的新项目，由一个工作组审查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确定的行动建

议，这些行动将涉及空间技术、应用、做法和举措的未来用途，从而可在更广

泛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支持全球健康的需要； 

㈥ 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多年期工作计划下的空间天气项目下，考虑设立

一个国际空间天气协调小组作为加强国际协调的依托； 

㈦ 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级别上审议关键空间基础设施及保护空间系

统问题，目的包括为了研究与空间活动有关的网络安全问题； 

㈧ 为了加强对联合国各项外层空间条约和原则的执行，要求外层空间事务厅

加强其在国际空间法、政策和与空间有关的机构能力建设领域的能力建设活动

和技术援助，包括协助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以及调动外交界参与，作为促进

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普遍性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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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加强外层空间事务厅受托管理的《联合国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的作

用，在现有任务授权的基础上改进现行登记做法和信息交流，包括外空厅采取

措施增强透明度和提高登记机制的效率，并定期进行技术咨询助力访问，以促

进外层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㈩ 建议在配合联合国全系统提高一致性和一体行动的努力而加强与联合国

空间方面各实体合作的过程中，外空厅应当在机构间外层空间活动会议（外空

活动会议）整体框架下扩大伙伴关系，包括通过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在与空间有

关的各个领域根据各自的任务授权开展双边合作； 

(十一) 加强外空厅在纽约和日内瓦的派驻点，以便创造联合国系统空间相关工

作的协同增效作用，并支持加强联合国的工作和服务满足会员国的需要； 

(十二) 建立关于空间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驱动因素的高级别论坛，将之作

为加强所有相关利益关系方之间伙伴关系的定期年度会议，因为这一论坛可作

为一个重要推动力，促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工业界、私营部门、学术界和

民间社会之间开展对话，以及促进建立伙伴关系，落实“空间 2030”议程； 

 2. 请秘书长采取行动执行本决议； 

 3. 确认外层空间事务厅在执行“空间 2030”议程中的作用，并请秘书长从

2019 年开始向外空厅划拨充足的资源，以确保上文第 1 段所列的活动得以成功开

展； 

 4. 同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应在 2025 年对“空间 2030”议程执行情况

进行评价并向大会提交报告； 

 5. 决定宣布 2025 年为“国际空间年”，以确保空间作为创新、启迪、互联、

一体化和投资领域而呈现的广泛社会效益在 2030 年里程碑之后不断继续下去，努

力实现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驱动因素的包容性全球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