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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州系列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嫦娥探月计划的顺利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空间技术日臻成熟，已
经迈入空间强国之列。
但与这种地位极不相称的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成熟的规制外空活动的基本法，这必然对我国未来
外空活动的规范化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在借鉴国外成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外空活动法既是学术界多年的夙
愿，又是有关主管部门在未来立法工作中应予优先考虑的重点。
　　中国的空间立法活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早期的立法主要是行业管理文件，缺乏对外空活动，
尤其是商业外空活动的关注。
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的空间立法基本处于空白地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卫星商业发射活动的增加，相关法律的欠缺带
来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
在1998年新的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改组成立后，中国的空间立法逐步走上了正轨。
《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2001）、《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2002）等在这一
时期相继出台，此外，《关于发射外空物体涉外损害赔偿责任的暂行办法》等文件早已报送国务院审
批。
在原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的支持下，《空间活动管理条例》的拟订工作已于2007年展开，中国已经
承诺加强外空立法工作（见联合国文件A／AC.105／932）。
　　相比之下，有关空间政策的规范性文件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大量出现。
早期的政策性文件多具有行业指导特征，数量较多而规定分散，且多与国防相关。
受限于保密的要求，早期的政策性文件不便公开。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的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成立后（目前已经成立了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其下设立
了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的空间政策开始正式对外发布。
　　为介绍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外交流合作以及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规划，2000年11月22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的航天政策。
为了进一步适应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增进世人对过去五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了解，2006年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布了《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这两个白皮书构成了中国现行空间立法的主要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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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航天法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重点特色学科。
为推动航空航天法研究，并为我国航空航天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北航法学院召集本领域内的各
位青年专家、学者合力编写了这套航空法与外层空间法丛书。
丛书共分十册、《中国空间政策与法律文件汇编(1997-2008)》是丛书中的～本，为中国空间政策与法
律文件汇编、外层空间立法是国家重点管制领域，与航空立法一同构成国家航空航天法律的基本方面
。
相关部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就外层空间的法律及管理等大小事项颁发了千余件规范性法律文件
，《中国空间政策与法律文件汇编(1997-2008)》内容重点不在“求全”，而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
全面而准确的外层空间法“概貌”。
便于教学研究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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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进航天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引导航天科技工业改革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形成国际一流的大型宇航企业。
积极构建以航天科技企业和国家科研机构为主，产学研相结合的航天技术创新体系。
　　——加强航天活动的科学管理。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积极创新科学管理的体制机制，强化质量、效益观念，运用系统工程
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系统质量，降低系统风险，提高综合效益。
　　——加强政策法规建设。
研究制定航天活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航天产业政策，指导和规范各项航天活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营造有利于航天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
　　——保障航天活动的经费投入。
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航天投入，同时鼓励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航天投资体系，保持航天事业持续、
稳定发展。
　　——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航天活动。
鼓励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商业企业、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在国家航天政策指导下，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参与航天活动，参与空间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鼓励卫星经营企业和应用部门优先选用国产卫星和卫星应用产品。
　　——加强航天人才队伍建设。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注重在创新实践中培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形成一支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航天人才队伍。
普及航天知识，宣传航天文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航天事业。
　　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航天活动的管理和宏观指导。
中国国家航天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民用航天管理及国际空间合作的政府机构，履行政府相应的管
理职责。
　　五、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政府认为，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都享有自由探
索、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及其天体的平等权利；世界各国开展外空活动，应有助于各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应有助于人类的安全、生存与发展，应有助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
　　国际空间合作应遵循联合国《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
利益，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的宣言》（《国际空间合作宣言》）中提出的基本原则。
中国主张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加强空间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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