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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航天法是北京航空航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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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该丛书中的一本，为外层空间法前沿问题研究。
中国空间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舶差距。
缩小差距、迎头赶上是摆在中国空间法研究者面前的尸个艰巨任务。
　　为反映外层空间法领域的最新发展和研究动态．本书收录了部分国内外的空间法论文并加以评价
，这些著述不仅有助手理解当代空间法．而且为空间法的未来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作为国内空天法研究方向的中坚力量，北航法学院的各位青年学者们衷心希望通过本书能为国内空间
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促使中国的外层空间法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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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文随后重点探讨了空间站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空间站的定义
问题。
作者考察了《外空条约》和《月球协定》中关于“站所”的规定以及无线电规则中适用的“站所”的
定义，认为它们不是本文所指的“空间站”。
作者也指出目前对“空间物体”没有明确的定义，考虑到争议很大，所以没有列入法律小组委员会的
议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如美国的克里斯托尔教授等主张“空间站”就是“空间物体”。
作者还介绍了美国学者格洛韦和加拿大学者迈教授分别对空间站所下的定义。
　　二是空间站的登记问题。
该文考察了《登记公约》的相关条款，认为一个国际性的空间站与单一国家建立的空间站有所不同，
它存在多个发射国（包括促成发射国），它们应共同决定由其中哪一国进行登记。
而且，考虑到空间站的功能，其提供的登记信息应包括活动计划、人轨路线、供应系统、成员人数、
预计寿命及相关技术资料等。
　　三是管辖权与控制权。
作者首先根据有关条约的规定探讨了管辖权与控制权的一般含义，指出如果空间站由一国建造、发射
与登记，则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如果乘员是国际性的，则登记国能否对其享有绝对的管辖权与控制权仍存在争议。
对于国际性空间站，原则上由各国确定的登记国行使管辖权与控制权，但依据《登记公约》，各发射
国可以对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并将登记、管辖和控制权置于其他共同发射的国家手中。
如果对国际空间站各舱段分别登记，并由登记国行使管辖权，将产生新的法律问题，例如欧空局就没
有统一的法律，只能通过协议选择共同遵守的法律。
作者还介绍了某些学者关于签署空间站站长的特别协议及在空间站周围设立“勿进入区”的建议。
　　四是责任问题。
根据《外空条约》和《责任公约》的规定，对于空间站作为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由发射国给予赔偿
。
但对空间站内不同国籍的成员间因为有意或疏忽或操作造成的损害，应援引《外空条约》第六条的规
定，由缔约国承担相应责任，或依照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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