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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随着载人航天技术的持续发展,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有关载人航天的法律问题日渐突出。在载人航天事业方

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成功掌握外空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中国的空间立法严重

滞后于航天技术的发展,而且这种矛盾随着载人航天的成功愈加明显。对此,中国应在遵守当前国际公约的基础上,
加强国内立法,协调国际、国内相关法律规定,尽快制定空间行政法规,并将空间立法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以保障中国

空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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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ur Country-s Manned Spacecraft Legal System Consummation

Cai Gaoqiang, Gao Yang, Li Cheng 

Faculty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nned space technology and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in China, relevant manned space legal problem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hina-s 
manned space career started earlier, rapid development, now has become the world third successful 
mastery of outer space to make space activities technology country. However, China-s space 
legislation la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manned space more of its success brings 
lots of impact. To this, China should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domestic legisl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guarantee the spac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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