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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公元前200多年，中国民间就有了“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这是人类最早关于空间活动的想
象。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1）实现了人类航天梦想，开启了
人类进入空间时代的大门。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空间技术及空间活动得到了飞速发展。
人类从征服地球及其轨道正逐步迈向探测月球、火星的深空探测时代。
　　为规制人类的空间活动，保证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与探索，联合国框架下已经确立了包括五个条
约和若干国际文件组成的外空法律体系。
联合国框架下现行的国际空间法对于促进空间活动的发展，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及外空的和平探测和利
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空间活动开始呈现私营化、商业化、军事化、武器化的发展趋势，但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空
间法的完善和发展却一直举步维艰。
空间活动中所产生的空间知识产权保护、空间环境保护、航天发射服务、国际空间合作、空间活动中
的风险规避和保险制度、空间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等诸多法律问题，亟待完善的国际法与相应的国内
法予以规制。
　　我国自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2007年10月24日成功发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
嫦娥一号，2008年9月25日实现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并成功出舱，标志着我国加速跻身空间大国的行
列。
然而，我国空间法的研究却严重滞后于空间技术的发展，空间法研究领域亟待拓宽，研究深度亟待加
强。
　　基于此,本书结合当今空间活动的新发展，不仅系统地阐述现行联合国框架下空间法律制度及其新
发展，而且试图对空间活动中亟待解决的诸多法律新问题的法律规制进行前沿性地探索。
本书不局限于教材式的编写，而是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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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层空间法专论》阐述了近年来人类空间活动新的发展趋势及国际空间立法和各国国内空间立
法的新动向，分析了联合国框架下的营救制度、登记制度、月球制度和责任制度及其新发展，对空间
环境保护制度、空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空间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制度、外空非军事化及防止外空军备
竞赛制度、空间国际合作制度等新制度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同时，通过对外国有关空间活动管理及国
内立法的比较，结合我国空间活动实践，对中国空间活动管理机制及空间立法的原则、目的及模式进
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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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卫星发射服务的发展。
如今卫星发射已经进入商业化操作的时代。
许多国家都已经具有卫星发射能力，打破了原来由俄美两国垄断的局面。
如何规范卫星发射市场？
如何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确保新的发射国加入发射市场？
如何实现发射市场自由化？
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次，电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电信服务是最先实现商业化的市场。
现在的电信服务种类繁多，包括手机、无线电视、无线通讯系统、网络，电信市场的前景广阔，世界
贸易组织已经将该市场的自由化纳入其贸易体系。
如何在确保电信为人类提供多方面便利的同时，确保其竞争的公平性？
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电信市场实现有限的自由化之后，出现一些不利的现象，诸如“.com”的倒闭以及电信市场的萧条
。
这些现象是否由于自由化的潮流引起，亦或有其他原因？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下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化是否可取？
　　第三，卫星遥感服务的发展。
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获得的信息资料可以为被遥感的国家提供多方面的帮助。
在探测矿产资源、预防自然灾害、探测军事目标基地等等方面，卫星遥感技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联合国大会曾就此问题通过决议，规定卫星遥感地球的原则。
但是，在现今复杂的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
如何确保被遥感的国家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获取遥感资料？
如何确保遥感国能进行必要和合适的遥感活动？
如何更好地平衡遥感国和被遥感国之间的利益，保护被遥感国的安全？
这是国际空间法面临的挑战。
　　第四，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发展。
一直以来，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占了统治地位。
但是，欧洲方面已经开始了伽利略计划，准备建立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摆脱一直以来对美国的依赖
。
中国在积极参与该计划的同时，还准备发展中国自身的相关系统。
这一切新的发展都对原有的体系构成极大的挑战，应该在法律上做好准备。
　　第五，外空试验对传统医药、生物技术和电子产业的影响。
外空环境特殊，没有重力作用，能够成为很好的科学实验室。
真空对传统医药和生物技术以及电子研究提供极为优越的环境，许多产品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纯度，其
商业前景极为广阔。
许多在常态下无法进行的试验在外空可以轻松进行，加速技术和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但在这些产业迅速发展的表象背后，我们急需对外空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等外空法律的灰色地带进行
明确，以利于资金的投入和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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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探索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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