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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国际关系》

内容概要

《外层空间国际关系》编辑推荐：外层空间是继陆地、海洋、大气层之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四环境
。伴随外层空间的深入探索与开发，外层空间对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价值凸显，并成为国际竞
争的重要领域。《外层空间国际关系》立足于人类探索与开发外层空间的实践，以外层空间国际关系
为研究对象，系统地阐述了自人类进入外层空间时代以来国家间在这一领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
交以及法律等各方面关系，提出了今后推进外层空间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以及未来中国在这一领域战
略和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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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仪名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层空间国际关系》负责人。1997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著有《20世纪国际组织》、
《中国与国际组织》、《信息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防止荒漠化全球行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
议》、《国际传播组织通览》、《著名外交家语言鉴赏》、《战略策略技巧》以及《国际日》、《国
际周》、《国际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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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外层空间的划界、环境及其价值
第一节外层空间的划界及环境特征
一、外层空间概念的提出
二、外层空间划界主要观点
第二节外层空间的环境及探索工具
一、外层空间的环境特征
二、现代外层空间技术
第三节外层空间对主权国家的意义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新支撑
二、军事与安全的新阵地
三、科技创新的摇篮
四、国家综合实力的新体现
五、国际关系的重要领域
结语
第二章“冷战”时期美苏外层空间竞争及其影响
第一节前空间时代的空间探索（1947—1957年）
一、关于本时段分期的说明
二、美苏早期的外层空间探索活动及影响
第二节“冷战”早期对外层空间的探索活动（1957—1969年）
一、关于本时段分期的说明
二、美苏的外层空间探索活动及影响
三、外层空间国际规制的起源
第三节“大变革”时代的空间探索（1970—1982年）
一、关于本时段分期的说明
二、美苏的外层空间探索及其影响
三、其他国家外层空间探索活动兴起
第四节后“冷战”时期对外层空间的探索（1983—1989年）
一、关于本时段分期的说明
二、美苏的主要空间活动及其影响
结语
第三章“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
第一节国际格局的转变及空间技术的进步
一、国际权力形态的转变对外层空间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二、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开发外层空间的意义日益凸显
第二节外层空间力量多极化趋势形成
一、传统外层空间强国的空间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新兴国家探索和开发外层空间能力不断提升
三、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外层空间的重要主体
第三节外层空间领域的国际关系将进一步深化
结语
第四章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成效和推进途径
第一节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成效
一、外层空间国际合作机制的创建
二、外层空间法的制定
三、外层空间双边合作的开展
四、多边合作的成效
第二节外层空间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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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国在外层空间领域存在诸多分歧
二、外层空间国际合作机制存在缺陷
三、外层空间法律体系不健全
四、外层空间军事化威胁日益严峻
第三节推进外层空间国际合作的路径
一、发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作用
二、强化外层空间国际立法工作
三、坚定反对外层空间武器化立场
四、开展外层空间环境的全球治理
结语
第五章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现实及其有效控制机制
第一节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概念及其理论
一、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概念和内容
二、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主要理论
三、外层空间军事机构的创建
四、外层空间战及其作战系统的构成
第二节外层空间军事化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危害
一、加剧世界军备竞赛，破坏军控裁军进程
二、耗费国家财力，制约外层空间和平利用
三、损害联合国权威，损伤国家间的信任
四、对人类外层空间的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和长久的危害
第三节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有效控制机制的完善
一、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二、加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合作
三、提升裁军谈判会议在制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作用
结语
第六章外层空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
第一节外层空间经济体系的构成及其特点
一、外层空间经济的概念及其形成
二、外层空间经济体系的构成
三、外层空间经济的特征
第二节外层空间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外层空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及趋势
一、“冷战”时期外层空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
二、“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经济的发展及其趋势
结语
第七章空间碎片的国际责任及其实现途径
第一节空间碎片问题的产生及其危害
一、空间碎片的概念及特征
二、空间碎片问题的产生及空间污染
三、空间碎片的危害
第二节空间碎片的国际责任构成及缺失
一、空间碎片国际责任的特殊性及其构成
二、与空间碎片有关的国际规制
三、空间碎片国际责任体制上的缺失
第三节完善空间碎片国际责任的途径
一、空间碎片预防性的国际责任
二、空间碎片问题补救性国际责任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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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外层空间国际法律关系体系的形成及完善
第一节外层空间国际法形成及其意义
一、外层空间国际法体系的形成
二、外层空间国际法的国际意义
第二节现有外层空间国际法面临的问题
一、外层空间军事化对现有的外层空间法构成挑战
二、外层空间法在协调各国空间利益上能力有限
三、对外层空间环境保护问题关注不够
四、商业化和私营化对现有外层空间法律体系形成新的挑战
五、争端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缺失
第三节完善外层空间立法的措施
一、充分发挥有关国际机构的作用
二、通过国际空间法软法化谋求问题的解决
三、处理好国际空间法与国内空间法的关系
四、加强国家间空间立法的合作
五、建立定期法律修订的模式
六、对相关术语加以明确
结论
第九章中国的外层空间战略与策略
第一节外层空间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
一、决定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新领域
二、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
三、推进地区合作的新契机
四、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新途径
第二节中国外层空间战略环境
一、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二、中国面临的外层空间战略环境
三、外层空间环境问题日趋严峻
第三节中国外层空间外交战略目标与策略
一、中国外层空间战略目标
二、坚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基本立场
三、全方位构建有利的国内环境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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