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又名《外空条约》，全称为《关于各国探索和利

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1966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国

大会通过，1967 年 1 月 27 日开放供签署，1967 年 10 月 10 日生效，永久有效。该条约是

国际空间法的基础，号称“空间宪法”，规定了从事航天活动所应遵守的 10 项基本原则。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颁布日期：1967-01-27 

执行日期：1967-10-10 

本条约缔约国，鉴于人类因进入外层空间，展示出伟大的前途，而深受鼓舞， 

确认为和平目的发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深信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为所有民族谋福利，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 

希望在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科学和法律方面，促进广泛的国际合作， 

深信这种合作将使各国和各民族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关系， 

回顾了 1963 年 12 月 13 日联大一致通过题为<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

则宣言>的（十八届）第 1962 号决议， 

回顾了 1963 年 10 月 17 日联大一致通过的（十八届）第一八八四号决议，要求各国不

在绕地球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实体，不在天体上配置这

种武器， 

考虑到 1947 年 11 月 3 日联大通过的（二届）第 110 号决议，谴责旨在煽动或鼓励任

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宣传并认为该决议也适用于外层空间， 

确信缔结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原则条约，会进一步

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而不论其

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并应为全人类的开发范围。 

所有国家可在平等、不受任何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

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自由进入天体的一切区域。 

应有对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各国要促进并鼓励这种

考察的国际合作。 



第二条 

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法，以及其他任何措施，把外层空间（包括月

球和其他天体）据为己有。 

第三条 

各缔约国在进行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各种活动方面，应遵守

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和了解。 

第四条 

各缔约国保证：不在绕地球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实体，不在天体配置这种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部署此种武器。 

各缔约国必须把月球和其他天体绝对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在天体建立军事基地、设施和

工事：禁止在天体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以及进行军事演习。不禁止使用军事人员进行科学研

究或把军事人员用于任何其他的和平目的。不禁止使用为和平探索月球和其他天体所必须的

任何器材设备。 

第五条 

各缔约国应把宇宙航行员视为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在宇宙航行员发生意外、遇难、

或在另一缔约国境内、公海紧急降落等情况下，各缔约国应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宇

宙航行员紧急降落后，应立即、安全地被交还给他们宇宙飞行器的登记国家。 

在外层空间和天体进行活动时，任一缔约国的宇宙航行员应向其他缔约国的宇宙航行员

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各缔约国应把其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所发现的能对宇宙航行员的生命或

健康构成危险的任何现象，立即通知给其他缔约国或联合国秘书长。 

第六条 

各缔约国对其（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非政府的团体组织）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

他天体）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国际责任，并应负责保证本国活动的实施，符合本条约的规

定。非政府团体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应由有关的缔约国批准，并连

续加以监督。保证国际组织遵照本条约之规定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活动

的责任，应由该国际组织及参加该国际组织的本条约缔约国共同承担。 

第七条 

凡进行发射或促成把实体射入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缔约国，及为发射实

体提供领土或设备的缔约国，对该实体及其组成部分在地球、天空、或外层空间（包括月球



和其他天体）使另一缔约国或其自然人或法人受到损害，应负国际上的责任。 

第八条 

凡登记把实体射入外层空间的缔约国对留置于外层空间或天体的该实体及其所载人员，

应仍保持管辖及控制权。射入外层空间的实体，包括降落于或建造于天体的实体，及其组成

部分的所有权，不因实体等出现于外层空间或天体，或返回地球，而受影响。该实体或组成

部分，若在其所登记的缔约国境外寻获，应送还该缔约国：如经请求，在送还实体前，该缔

约国应先提出证明资料。 

第九条 

各缔约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应以合作和互助原则为准则；

各缔约国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应妥善照顾其他缔约国

的同等利益。各缔约国从事研究、探索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时，应避免使其遭

受有害的污染，以及地球以外的物质，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的变化。如必要，各缔约国应为

此目的采取适当的措施。若缔约国有理由相信，该国或其国民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

天体）计划进行的活动或实验，会对本条约其他缔约国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

和其他天体）的活动，造成潜在的有害干扰，该国应保证于实施这种活动或实验前，进行适

当地国际磋商。缔约国若有理由相信，另一缔约国计划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进行的活动或实验，可能对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产生

潜在的有害的干扰，应要求就这种活动或实验，进行磋商。 

第十条 

为遵照本条约的宗旨，提倡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国际合作，

各缔约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其他缔约国的要求，给予观测这些国家射入空间的实体飞

行的机会。 

观测机会的性质以及提供的条件，要由有关国家以协议定之。 

第十一条 

为提倡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国际合作，凡在外层空间（包

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活动的缔约国，同意以最大的可能和实际程度，将活动的性质、方

法、地点及结果的情报，通知给联合国秘书长、公众和国际科学界。联合国秘书长接到上述

情报后，应准备立即切实分发这种情报资料。 

第十二条  

月球和天体上的所有驻地、设施、设备和宇宙飞行器，应以互惠基础对其他缔约国代表



开放。这些代表应将计划的参观事宜，提前通知，以便进行适当磋商，并采取最大限度的预

防措施，保证安全，避免干扰所参观设备的正常作业。 

第十三条 

本条约各项规定，应适用于各缔约国为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而

进行的各种活动，不论这些活动是由一个缔约国，还是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的（以国际政府

间机构进行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因国际政府间机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而产生的任何实际问

题，要由缔约国与主管国际机构，或与该国际机构中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一起解决。 

第十四条 1.本条约应听任所有国家签署。凡在本条约据本条第三款生效之前，尚未签署

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条约。 

2.本条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文件应送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存放，为此指定这三国政府为交存国政府。 

3.本条约应于五国政府，包括本条约交存国政府在内，交存批准书后，即可生效。 

4.对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文件的国家，本条约应于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文

件之日起生效。 

5.交存国政府应将每次签署日期、每次批准书及加入文件的交存日期、条约生效日期及

其他事项，立即通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本条约应由交存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五条 

每个缔约国均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对每个要接受该修正的缔约国来说，每项修正在多

数缔约国通过后生效；其后，对其余每个加入国来说，修正应于其接受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任何缔约国在条约生效一年后，都可书面通知交存国政府，退出本条约。退出条约应从

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十七条 

本条约的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均具有同等效力，均交交存国政府存

档。交存国政府应把经签署的本条约之副本送交各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3]  

为此，下列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1967 年 1 月 27 日， 

订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