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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航天员 ，
又称宇航员 ， 最初是指在星际 间航行的人 。 栽人航天初期

，
航天

员 均是战斗机飞行员 ，
承担驾坡和操纵航天器的职能 。 随着航天事业 的深入发展 ，

工 程

师 、 科学 家等被选拔为航天员 ，

以任务专 家 身份上天执行任务。 于是
，
航天 员概念发生

了扩张 ， 突破 了 原始的控制般行的 驾驶 员 范畴 。 然而 ， 航天 员概念不论如何发展 ， 都 离

不开它作 为职业名 称的本质属性 。 近年来 出现的 以付 费 方式换取太空飞行体验的游客因

不符合这一特征而不能称作航天 员 。 对航天 员科学 的界定应该是以 太空飞行为职此或经

选派进入太空执行任务的人。 航天 员作为人类派往外层空 间 的使者 ， 具有 国 际法地位的

独特性 、 航天员职业的特殊性和航天 员权利的特殊性 。

关键词 ： 航天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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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1 年 4 月 1 2 日 ， 加加林驾驶飞船进行了首次太空飞行 ， 航天员从此

引人注 目 。 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 ， 航天员的内涵和外延出现了
一

些新的变化 。 航天员太空飞行的成功 ， 标志着人类活动延伸至外层空间这
一

传统上国家主权未曾到达的全新区域 。 由 于外层空间环境的特殊性 ， 联合国
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

一

特殊领域的法制建设问题 。 1 9 6 3 年及之后通过的一

系列相关宣言和公约 ， 对外层空间及航天员的法律地位问题作了界定 。 随着

人类探索外空的不断发展 ， 航天员的内涵与属性也不断丰富 。 中 国载人航天

的成功发展和探月工程的实现 ，
也使我 国的航天员备受关注。

一

、 航天员的概念与内 涵

航天员本来是个简单概念 ， 但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 ， 航天活动呈现出了

多样性 ， 随之而来航天员一词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 ， 概念逐渐发生了 变化 ，

有关航天员的 内涵和外延也引起了学鼻广泛的争议 。 本文将从航天员的历史

渊源开始梳理 ， 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地探讨 。 概括来说 ， 航天员的 内涵不是

一成不变 的 ，
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 的 ，

因而其外延也是不断扩

展的 。

第一 ， 航天员
一词的来源 。

航天员这一称谓不是从来就有的 ， 而是在人类认识和探索 自然的进程

中 ， 基于社会 自身 的文化进步产生的
“

定名空缺
”

而命名 的新名词 。 航天

员
一

词 ， 在汉语中究竟始于何时已很难考究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该词应该是

翻译词 ， 因为 中国 的航天活动起步晚于西方国家 ， 不具备衍生该词的社会和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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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负 ，
对应的英文词是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 和 ｃｏｓｍｏｎａｕｔ

，
前者于 1 9 2 9 年被创作

于科幻小说中 ， 来 自词根 ａｓｔｒｏ
－

（ 星或天体 ； 外空 ） 和 ｎａｕ ｔｅｓ（ 水手 ； 船

员 ） ，
1 9 6 1 年起因美国 的太空计划而逐渐流行 。

？ 其字面意思是外空 的船

员 、 星际间的水手 。 航天员在俄文中被称为
“

Ｋ 0 ＣＭ 0ＨａＢＴ
”

， 其斯拉夫词根

派生 自希腊语
＂

ｋｏｓｍｏｓ
＂

（宇宙 ） 和
“

ｎａｕｔｆｅ
”

（水手 ） 。 直译就是
“

宇宙航

行者
”

。
② 前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使用该词称呼 自 己 的航天员 。 在前苏

联冷战背景下 ， 美苏各处不同阵营 ， 因而对苏联航天员 ， 美国特别采用其英

文对应词 ｃｏｓｍｏｎａｕｔ 来称呼 ，
以示区别 。

③ 可见 ， 从构词上看 ， 航天员 的初

始涵义即指宇宙航行员
， 暂且称之为对航天员狭义的解释 。

在我 国 ， 宇航员与航天员一直是并用的 ，

一些百科辞典也将两者并为同

义词 ， 并未作区分 。 事实上 ，
宇航员一词更为普通人所熟悉 ， 而航天员的称

呼主要是在我国航天界使用 。 2 0 0 5 年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

了最新版 《航天科学技术名词 》 ， 书 中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 和 ｃｏｓｍｏｎａｕｔ 统一译为
“

航天员
”

， 作为科研 、 教育 、 生产 、 经营 以及新闻 出版等部 门应遵照使用

的航天科技规范名词 。 那
“

航天
”
一词又是怎么来的呢 ？ 据 《钱学森传 》

作者叶永烈先生说 ，

“

航天
”
一词是钱学森首创 。 钱学森遵循原有

“

航空
”

、

“

航海
”

的习惯用法 ， 把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
“

航天
”

。

“

航天
”

的
“

天
”

则是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诗句
“

巡天遥看
一千河

”

的启示。

相应地 ， 钱学森还提出 了
“

航宇
”
一词 ， 即

“

星际航行
”

。 他认为由于人类

的宇宙探索活动还将长期处于太阳系 内 ， 所以称之为航天比较实际 。 由此可

以看 出 ， 航天一词更清楚地表现了人类宇航事业的阶段性特征 ， 可以说是现

阶段更为准确的用词 。 但笔者认为 ， 宇航或航天都无关大雅 ’ 毕竟两个词都

没有错误 。 然而如今 ，

“

航天
”一词已经被确定为官方的正式名词 ， 中 国政

府的相关部门 叫 国家航天局 。 不久以后 ，

“

航天员
”一词的使用会更加

普遍 。

第二 ， 航天员概念的变化发展。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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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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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ｎｅ． 访 问 时 间 ： 2 0 1 3 年 3 月 2 3 日 。

②
“

航天 员 、 宇 航 员 和 太 空人 的 区 别
”

， 见 ｈ ｔｔｐ 
：／／ｓｏｎ

ｇ
ｓｈｕｈｕ ｉ

．
ｎｅｔ／ａｒｃｈｉ

ｖｅｓ／ 1 8 3 0 ．

访 问 时 间 ：
2 0 1 3 年 3 月 2 3 曰 。

③ 靳 召君
： 《参 与空 间 科 学与 应 用 操作 的 航 天 员 职责 》 ， 载 《 载人航天 》 2 0 1 2 年

第 5 期
，
第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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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载人航天的初期 ， 太空飞行的任务相对简单 ， 主要是测试人体对外空

环境的适应情况 ， 来 自 空军的飞行员就能满足需求 。 而 随着太空探索地深

入 ， 航天飞行任务的增加和航天器设计的复杂化 ， 空军飞行员 已满足不了时

代的发展要求 。 1 9 6 4 年 ， 美国航天局不再将飞行经验作为航天员选拔的必

然条件 ，
而且增加 了深层次航天理论背景的要求 。

①
1 9 6 5 年 ， 美国选拔出 了

首批用于执行太空任务的 6 名科学家 （任务专家 ） ， 希望利用他们的专业理

论知识解决航天器运行 中 的许多棘手问题 。
1 9 7 7 年

， 美国 开始为航天飞机

任务选拔航天员 ， 进
一

步放宽了对航天员的年龄和身高限制 。

与航天员 的选拔相适应的是 ， 航天员的概念在逐渐变化发展 。 最初 ， 人

们对航天员这
一

概念的理解是狭义 的 ，
他们把驾驶飞船翱翔宇宙空间的人称

为航天员 。 犹如飞行员
一

般 ， 驾驶是航天员的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 。 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 ， 人类的航天活动还处于起步阶段 ， 航天器的舱内空间小 ，
通

常只能容纳一到两个人 ， 如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加加林乘坐的就是单座

舱飞船
，
航天员的功能主要表现为驾驶和操纵飞船 ， 这个时候的航天员是符

合大众定义的 。 之后 ， 航天器不断发展 ， 尤其在美 国的航天飞机产生之后 ，

舱内空间的增大以及实验任务的复杂化带来了航天员构成的变化 。 于是 ， 美

国宇航局开始从科学家 、
工程师等职业中选拔航天员 ， 这时 ， 航天员一般由

以下人员组成 ： 驾驶员 、 任务专家 、 荷载专家等 。 如美 国航天飞机
一般包括

7 名航天员 ：

一

位驾驶员 ， 负责驾驶和操控航天飞机 ；

一

位机械师 ， 负责航

天飞机内机械设备的 日常维护 ； 其余的是随行科学家 ， 负责在太空中进行科

学实验 。 他们都是航天员 ， 只不过分工不 同而 已 。 此时的航天员的概念发展

为
——

经选拔和训练 ， 乘坐航天器进入太空执行任务的人 。 人员构成之所以

发生这样的变化 ， 不仅仅因 为航天活动的难度 ， 更因为拥有独特资源的太空

是
一

个需要努力探索的广阔天地 。

如今在航天飞机的飞行乘组 中 ，
不仅有狭义上的航天员负责传统的驾驶

操纵任务 ， 还有科学家 、 工程师 、 教师等随同上天执行某些任务 。 笔者认

．

为 ， 与航空活动相比 ， 航天活动的更大意义在于探索太空独特的资源 ， 任务

专家的作用并不亚于驾驶员 。 因此 ， 航天员的称呼不应局限于承担驾驶职能

的人员 。 实践中 ， 常看到把航天员 区分为职业航天员和非职业航天员 的做

① 黄伟 芬 ：

《 中 国航天 员 选拔训 练 回顾与 展望 》 ， 载 《航天 医 学 与 医学 工 程 》 2 0 0 8

年 第 3 期
， 第 1 7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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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笔者认为 ， 非职业航天员的概念十分贴切 ， 很好地解决了科学家 、 荷载

．

专家等乘组人员 的身份進她问题 。 与职业航天员不同 ，
非职业航天员的任务

主要是在空间进行科学实验 ， 或是为太空教育计划而给学生们上课 ，

一

般不

需要长期驻守 ， 所以对他们的选拔条件较之职业航天员会适当放宽 ， 只要能

适应太空 的生存环境 ， 具有一定的身体素质 和心理素质就可 以进行太空

飞行 。

第三 ， 太空游客给航天员
“

概念
”

带来挑战 。

2 0 0 1 年 4 月 2 8 日
， 美国商人丹尼斯 ． 蒂托乘坐俄

“

联盟 ＴＭ
－

3 2
”

载

人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 成为第
一

位太空游客 。
① 此后 ， 又有 6 位太空游客

先后进人太空飞行 。 从此 ， 太空不再只是航天员 的太空 ， 也是普通人的太

空 。 对于太空游客这
一

新新人类 ， 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 ， 是值得讨论

的 。 百度百科对航天员 的定义是 ：
以太空飞行为职业或进行过太空飞行的

人 。
② 照此观点 ， 进行过太空飞行的太空游客 自然应该属于航天员范畴。 然

而
， 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太空商业化和私人化趋势 ， 可以想象 ， 未

来会有众多民众以游客身份进入太空
， 甚至太空旅游成为人们旅游的常态 ，

届时 ， 是不是他们都被认为是航天员 呢 ？ 很难想象 ， 满大街的人都是航天

员 。 笔者对此不敢认同 。 因为每个概念都有它的本质特征 ， 而航天员的本质

特征是它的职业性 ， 航天员本身就是个职业名称 ， 犹如我们的飞行员 、 工程

师一样 。 太空游客作为单纯的乘客 ， 进行太空飞行是以娱乐休闲和体验经历

为 目 的的一种消费方式 ， 如同汽车 、 客轮 、 飞机的乘客
一样

， 是工作以外的

活动 。 而航天飞机的任务专家不论是作为载荷专家 、 飞行工程师 、 实验人

员 ，
还是随船工程师 ， 都是经航天部门选拔和训练 ， 去往太空执行任务的人

员
， 太空活动是他们 的工作 ， 是具备职业性特征要求的 。 有观点认为 ， 太空

游客是指身份并非航天员 、 但乘坐载人飞船进入太空体验太空飞行的人。
③

笔者认为该定义 比较合适 。
丨

第 四 ， 航天员的科学界定 。

① 士元 ： 《 首位 太 空 游客 登天反 响 强 烈 》 ， 载 《 国 际 太 空 》 2 0 0 1 年 第 7 期
， 第 2

页 。

② 朱文明
： 《航天 员 空 间 活 动 接受 辐射剂 量 限值 的研究 》 ，

载 《航天器工程 》 2 0 0 8

年 第 1 期
， 第 3 3 页 。

③ 于敬 ： 《首位女太空 游客 的太空 生 活 》 ，
载 《 今 日 科 技》

2 0 0 6 年第 1 0 期
，
第 4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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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关于航天员的定义 ， 《牛津高 阶词典》
？ 的释义是 ：

“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ｓｅｊ

ｏｂ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ａｓｐａｃｅｃｒａ ｆｔ

＂

， 翻译过来就是
“

以在航天器中

旅行和工作为职业的人
”

。 现有 的外层空间法仅规定了航天员 的法律地位 ，

而没有对
“

航天员
”

这一术语进行明确定义 。

在此 ，
我们可以尝试对航天员内涵作一般性探讨 。 单从语义角度讲 ， 航

天员一词的涵义是显而易见的 ， 描述的是
一

种类似飞行员 、 船员等的职业称

谓 ， 具体来讲就是指 ， 以太空飞行为职业的人 ， 他们接受训练的 目 的就是担

负起太空飞行任务 ，
为太空飞行而接受身体 、 心理和知识上的训练是其职业

内容 。 发展后的航天员还包括与执行太空任务相关的其他人员 。 网络上对航

天员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

一是高度概括性的定义 ， 如驾驶载人航天器

和从事与太空飞行任务直接有关的各项工作的人员 。 二是描述性的定义 ， 如
“

在外层空间 中驾驶 、 管理 、 维修航天器 ，
或从事科学实验 、 生产加工和军

事活动的人员
”

。 第二个定义直观表达 了航天员 承担的职能
——

驾驶 、 管

理 、 维修 、 科研 ， 而这些职能的共性是与太空飞行任务直接相关 。 笔者认

为 ， 前一种定义既简洁又精确 ， 而且反映了概念的实质 内容 ， 是比较科学的

定义。

二
、 航天员的国际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 ， 或称法律上的人格 ， 用以指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 中所处的位

置 。 法律地位常被用来表示法律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相应程度 。 因此 ， 明确法

律地位是对法律主体进行权利义务配置的前提条件 。 外层空间法对航天员 的

国际法律地位问题早有明确设定。

联合 国外空委员会？是联合国负责外空事务的专门机构 。 其宗旨是制定

外空领域的原则和规章 ， 研究外空活动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 外空委 自成

立以来
， 拟订且提交联合国通过 了数项宣言 、 原则和公约 。 其 中

，
1 9 6 3 年

1 2 月 1 3 日通过的 《外空宣言》
？ 确立了有关外空活动的九项原则 。 其第九

① ［ 英 ］ 霍恩 比
， 《 牛 津高 阶 英汉 双解 词典》 石孝殊等译 ， 第 6 版 ， 商 务 印 书 馆

2 0 0 4 年
， 第 2 5 8 页 。

② 全称是
“

联合 国和平利 用 外层 空 间 委 员会
”

，
1 9 5 9 年根据联大 第 1 4 7 2 号 决议 成

立 。

③ 全称是 《各 国 探 索 和 利 用 外 层 空 间 活 动 的 法 律 原 则 宣 言 》 ，
联合 国 第 1 9 6 2

（ＸＶＩＩＩ
） 号决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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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航天 5 及其法律属性

项原则提出 ，

“

航天员是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者
”

。 这是国际上最早关于

航天员法律地位的表述 。 其后 ，
1 9 6 6 年 1 2 月 1 9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外

空条约》
？

， 以条约形式正式确立了航天员为人类在外层空间 的使者这
一

法

律地位 。

《外空条约》 第 5 条规定 ，

“

本条约各缔约国应把航天员视为人类派往

外层空间的使者
”

。

“

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者
”

， 简单一句话却清楚表达了

航天员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 对航天员的这一法律地位 ， 笔者作如下解读 。

第
一

，

“

外层空 间
”

。 外层空间 ， 亦称外太空 、 宇宙空 间 ， 简称空 间 、

外空或太空 ， 指的是地球大气层及其他天体之外的虚空区域 。
② 外层空间几

乎没有空气 ， 并且几乎不受地球重力影响 。 与此相对应 ， 大气层则被称为空

气空间 。 从物理特性上看 ， 外层空间与空气空间的界限并不分明 ， 而是有
一

个过渡地带 。 因此对于二者的界限问题一直有争议 ， 主要存在
“

空间论
”

、

“

功能论
”

等主张 。 近年来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以人造卫星离地面的最低高度

1 0 0 千米作为外层空间的最低界限 。
③

外层空间具有真空 、 缺氧 、 失重等特点 ，
利用这种独特的环境 ， 科学家

可以研究植物在太空环境中 的生长情况 ， 培育独特的太空植物 ， 如太空辣

椒 、 太空西红柿等 。 同时 外层空间的失重和微重力环境还会对气体和液体

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 ， 如造成其对流现象消失 、 浮力消失等现象 。 这种对物

质的物理特性产生的特殊影响为许多科学实验的进行提供了条件 ’ 从而使在

太空中研制地球上难以生产的特殊材料 、 昂贵药品和工业产品等成为可能 。

另外 ， 在外层空间 中存在的环绕地球轨道特别是地球静止轨道也是非常宝贵 ．

的资源 ， 人们可以将人造卫星置于轨道上长期监测地球 ， 从而获得环境 、 气

候信息 ， 并能提供通信 、 导航等服务 ， 是现代人类生活改善和进步中最重要

的资源。 因而 ， 外层空间对人类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

① 全称是 《关于各 国探 索和利 用 外层空 间包括 月 球 与其他 天体活 动所应遵 守 原 则

的 条约 》 ， 联 合国 第 2 2 2 2 （
ＸＸ Ｉ

） 号决议通过 。

② 王孔祥 ： 《太 空军备竞赛对外层 空 间法 的挑 战 》 ，
载 《 武 汉大 学 学 报 （ 哲学 社会

科学版 ） 》
2 0 0 5 年 第 3 期

，
第 4 5 页 。

③ 李寿平 ： 《 外层 空 间 的 商 业化利 用 及 中 国 的对策 》 ，
载 《 北 京理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科学版 ） 》 2 0 1 3 年 第 1 期
，
第 5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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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

使者
”

。 汉语词典的释义是
“

奉使命办事的人
”

①
， 条约的英文

版本用词为
“

ｅｎｖｏｙ

”

， 其英英释义为
“

ｓｏｍｅｏｎｅｓｅｎｔｏｎａｍｉｓｓ ｉｏｎ 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ｓｏｍｅｏｎｅｅｌｓｅ
＂

，
意思是

“

受派遣代表某人利益执行任务的人
”

。

也就是说 ， 航天员犹如人类外交官
，
受派遣进人外层空间 ， 是人类在外层空

间的代表者 。 严格来讲 ，

“

使者
”

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词 ， 它的使用可能出

于人们对航天员之壮举以及对宇宙开拓者的崇敬和膜拜心理 。 当今 ， 使者多

指外交人员 。

外交人员在国际法上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 规定了外交人员广泛的特权和豁免权 。 其第 2 9 条规定 ：

“

外交代表

人身不得侵犯 。 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 。 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

特示尊重 ， 并应采取一切适 当步骤 以防止其人身 、 自 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

犯 。

”

？ 该条赋予外交代表以绝对的人身安全权
——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

拘禁 ， 并为接受国设定 了尊重和保护此项权利的义务。 该条约还规定有外交

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和除特定事项外的 民事 、 行政管辖豁免权 ， 私人寓

所 、 文书及信件不受侵犯权 ，
以及境内行动及旅行之 自 由 。 该公约确立了大

多情况下
一

国使者免受所在国管辖的制度和惯例 ， 尤其对于生命 、 人身 自 由

等重要权利享有豁免权 ， 并且所在国负有保护和防止侵害的义务 。

第三
，

“

人类
”

。 该词意味着航天员背后代表的是整个人类世界 ，
而不

仅仅是某个国家或者民族 。 对此 ，
可结合外层空 间的国际法地位来理解 。

《外空条约》 第 1
－

2 条规定了三个原则 ： 第一
，
为全人类谋福利和利益原

． 则 。 外空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天地 ， 探索和利用外空是全人类 的事

情 ， 外空活动的成果应惠及于全人类 。 第二 ， 外空 自 由原则和不得据为己有

原则 。 各国均可在平等基础上 自 由进人外空 ， 不得有任何歧视 。 同时 ， 任何

国家都不得对外空提出任何形式的主权要求
，
这便避免了人类利益与国家利

益的冲突 ，
是人类作为外空探索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外空无主权存在 ，

航天

员才可能被接纳为整个人类的代表 ，
否则 ， 充其量只是某国人民 的代表而

已 。 试想 ， 如果国家主权可以延伸至外空 ， 那么此时的外空 （ 至少是近地

① 戴雪梅 ： 《我们 是否 还 需 要 宇航 员 ？》 ，
载 《世界科 学 》 2 0 0 3 年 第 3 期 ，

第 1 1

页 。

② 《维 也纳 外交 关 系 公 约 》 ，
见 ｈ ｔｔ

ｐ ：
／／ｂａｉｋｅ ．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ｖｉｅｗ／8 9 8 1 0 ．ｈ ｔｍ． 访 问 时

间
：

2 0 1 3 年 4 月 1 5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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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 早已被瓜分完毕 ， 成为航天大国 的私有领地 了 ， 那么他们所发射升

天的航天员在别 国眼里只可能是发射国 的使节 ， 代表的只能是狭隘的民族利

益 、 国家利益 ， 更不会产生
“

人类使节
”

这一光芒万丈的称号 了 。 外空 自

由这一国际法制度使得航天员获得这
一

法律地位具有现实可能性 。 这意味着

外空具有类似于月球的
“

全人类共同继承财富
”

地位 。 第 4 条规定了外空

非军事化原则 。 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必须基于和平 目的 ，
不得使外空成为国

与国之间军备竞赛的场所甚至未来新开辟的战场 。 以上四个原则共同构成航

天员作为人类使者的法律基础 。

另外 ， 从
一

般意义上来讲 ， 外空活动是人类居住环境——地球以外的区

域 ， 是一个陌生的未知的宇宙空间
，
有可能存在人类之外的生物与文明 。 陌

生与好奇心 ，
长久以来驱使着人类冲出 地球 ， 去探究那深不可测 的宇宙空

间 。 然而 ，
航天活动的难度之大 、 耗费之巨 ，

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开展航天

活动的实力 ， 甚至强国单靠 自 己的力量也难以为继 ， 将来国际合作是必然 ；

而外层空间作为人类探索的新领域 ， 是人类活动未曾 到达的地方 ， 认识或者

征服外层空间是整个人类面临的挑战 。 因此 ， 无论哪个国家取得 了进展和成

功都代表着人类在探索宇宙事业上更进
一

步 。 这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智慧 ， 更

关乎人类的尊严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航天员也是可 以作为超国家的人类代

表的 。

鉴于外空的资源和环境的独特性 ， 探索外空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和使命 ，

或许条约起草者和制订者在赋予航天员崇高的法律地位时 ， 也有鼓舞人类向

外层空间进发的用意。 然而 ， 对于
“

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者
”

这一表述 ，

笔者认为这只是
一个象征性的说法 ， 仅具有象征意义 ， 或者如某些专家所言

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称号。 因为人类的航天活动主要是以各主权国家

为主体 ， 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 。 从外空条约及营救协定条文内容及表述可以

推定出 ， 制定者赋予航天员超国家的法律地位的初衷主要是为实现对航天员

的国际营救。

“

人类使者
”
一词表达了航天员和平的象征意义 ， 由此各 国对

其施救是理所当然的 ，
不存在障碍 。

与和平利用外空密切相关的是外空的军事利用问题 。 尽管国际社会就外

空的非军事化达成了
一些有约束力 的条约或协议 ，

但是各国进行的外空活动

仍或多或少地带有军事考虑 。 国 际空间法各条约和宣言都在其序言和条文中

申 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必须
“

为和平 目 的
”

。 就 目前来看 ， 各航天 国家对

外空 的探索活动基本限于科学上的探索利用 。 但在 国际上对外空没有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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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制度的情况下 ，
各主权国家主导下的外空活动很难监管 。 事实上 ， 由

于各国 的航天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空间能力强的国家已在外空探索和利

用 中 占据先机。 这些国家通常都有在外空发展军事存在的野心 ，
而要辨别其

活动的
“

军用
”

或
“

民用
＂

却很困难 ， 如现在 出现的很多
“

军 民两用卫

星
”

， 基本上很难作出具体的 区分。
？

现实中 ， 已经有国家发射军事卫星从事侦察活动 。 若有那么一天 ，
外空

非军事原则遭到挑战 ， 外空成为军备竞赛的角逐场 ， 或者沦为新的战场 ， 作

为外空军事任务执行者的航天员还能被作为
“

人类使节
”

看待吗 ？ 笔者持

否定态度 。 因为
“

为和平 目 的利用
”

是航天员被视为人类使者的大前提 ，

离开了这个前提 ，

一切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 本文所谈的航天员权利保护是在

各国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 的语境下展开的 ， 是以外空和平为背景和前提的 。

三 、 航天员法律地位的特殊性

第一 ， 航天员国际法地位的独特性 。 如前所述 ， 国际空间法明确赋予 了

航天员人类使者的 国际法地位 。 航天员被认为是
“

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

者
”

， 这种地位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且独
一无二的 。

“

人类使者
”

不仅是崇

高的荣誉 ，
也是现实 的写照 。 航天员作为人类开展宇宙探险的先锋 ， 肩负探

索宇宙的伟大使命
，
是名副其实的人类的使者 。

航天员从事的宇宙探索事业关乎人类的生存 、 发展与未来 。 自 2 0 纪人

类涉足太空时起 ， 人类便进人了太空探险时代 。 人类社会要再向前发展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航天领域的进步 ， 因此也可以说 ， 航天员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

步 。 而通过太空探索活动 ，
不仅可以认识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

而且可以探

寻和接触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 ， 并能为人类未来的星球移民打下基础 。 所

以
， 太空探索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 ， 它关系着人类的共同利益 ， 是人类共同

的事业 。 人类的未来在太空 ， 给予人类使者以特殊的保护是全世界人民 的共

识 ， 国 际上 因此建立了航天员国际营救制度 ， 要求各缔约国全力营救落难的

航天员 ，
以实现对航天员生命和健康的保护 。

② 航天员特殊的人类使者身份

① 赵云 ： 《 外层 空 间 法 中 的 热 点 问题评议》 ，
载 《 北 京航 空航天 大 学 学报 （ 社会

科学版 ） 》 2 0 1 0 年第 1 期
， 第 5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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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航天 员及其法律属性

要求我们给予航天员特殊的保护 。

第二 ，
航天员职业的特殊性。 航天员是 2 1 世纪最受人瞩 目 的职业 ，

却

又是最危险的职业 ，
因为航天员是人类迄今为止难度最大 、 风险最高的载人

航天活动的承担者和执行者 。 载人航天是人类太空探索的重要部分 ， 如果说

太空探索是
一

项探险活动 ， 那么航天员就是探险家 。 航天员是
一

项特殊的充

满危险的职业 ， 其职业内容是经过训练之后执行太空飞行任务 。 作为人类在

外空的先行者 、 开拓者 ， 航天员们犹如人类的先遣部队 ， 他们率先进人太空

探索未知的宇宙空间 ，
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 尤其在载人航天的初期 ， 航天员

更是
“

以身犯险
”
——以一 己之躯去测试陌生的太空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

航天员来说 ， 每
一

次执行任务都是在穿越生死 。 加之太空环境又十分复杂

和恶劣 ， 具有与地球环境迥异的环境因素 ， 如失重 、 辐射等 ， 这对航天员的

生命和健康都构成很大的威胁 。 可以说 ，
航天员职业本身带有极大的冒险和

献身的特征 ， 它要求航天员具有崇高的为太空探索事业献身的精神和随时为

之付出生命的心理准备。
①

太空探索不仅是对人类技术的挑战 ，
而且是对人类身体和心理的挑战 。

因此 日 常训练也是航天员职业的重要内容 。 运动员也要进行训练 ， 但与他们

不同 ， ． 航天员训练的 目的是适应发射和太空飞行 ， 因此要挑战甚至跨越人体

极限
，
其训练强度和危险性很不一样 。 航天员需要进行的训练种类繁多 ， 如

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 ， 包括失重训练 、 超重耐受力训练 、 前庭功能训练

等 ；

② 心理训练 ， 包括狭小环境中 的隔离训练 、 针对错觉的心理训练等 ；

③

另外还有体质训练 、 专业技术训练等内容 。 这些高强度的训练是对航天员身

体和心理上的极大考验 ， 很可能会带来身体机能的损耗和精神的巨大压力 。

总而言之 ， 航天员属于探险的职业 ， 具有高度危险性 。 这便要求我们对航天

员 的权利保护给予特别的关注 。

第三 ， 航天员权利 的特殊性 。 这里主要指的是航天员的生命权和健康

权 。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类最重要的两项权利 ， 而对航天员来说 ， 这两项权

①ＮｉｃｏｌａｓＰｅｔｅ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ＳｐａｃｅＡｃｔ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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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 （

6 5
） ： 3 0 1 ．

② 姚均迪 ： 《 宇航 员应 急溅落海面 的 医疗救 护工作 的 准备与 展开 》 ，
载 《 东 南 国 防

医药 》 2 0 0 6 年第 4 期 。

③ 岳茂 兴 ： 《 神舟五号和 六号航天 员 医疗保 障 的特 点及其救护对策研 究 》 ，
载 《 中

国 危重 病 急救 医 学 》 2 0 0 5 年 第 1 2 期
， 第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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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却显现出极大的脆弱性 。 航天员工作内容的特殊性 ，
致使航天员的生命权

和健康权受到的威胁与普通人极为不同 。

载人航天任务中 ，
飞船的发射和返回阶段风险最高 ， 航天员生命所受威

胁最大 。 但由于载人航天工程极其复杂 ，
而人类太空探索活动的历史尚短 ，

技术还不够稳定和成熟 ， 因此从技术层面难以完全排除故障发生 的可能性 。

历史上已有多名航天员在发射或返回大气层的过程中因发生故障而死亡 。 载

人航天的高难度和高风险决定了一旦出现故障 ， 则可能会造成船毁人亡的悲

剧 ， 航天员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 这是航天员职业的高风险所在 ，
也体现了其

生命权的脆弱 。
？

航天员进人太空后
，
复杂的太空环境则会给航天员的健康带来风险 ， 而

这是普通的地球人不可能遭遇的健康风险 。 太空对人体的挑战主要有失重和

辐射 ， 这两者皆会导致身体全方位受损 。 如失重会影响到肌肉 、 骨豁 、 内脏

功能 、 免疫系统 ， 由此带来肌肉萎缩 、 骨质疏松等问题 。 2 0 1 0 年 ， 美国科

学家以 9 名美俄航天员为研究对象 ， 发现上过太空 的 4 0 岁航天员 的身体状

况和 8 0 岁老人差不多 。 辐射则可能带来隐性但深远的影响 。 德国 的基因研

究认为 ， 太空辐射或许会增加航天员患癌症的几率 ， 超常的辐射甚至可能带

来基因突变导致后代畸形 。 这些无疑是对航天员健康的严重损害 。 除此之

外 ，
还可能存在着未被人类发现的其他的不利影响 ， 这些都给航天员健康权

的保护带来特殊性 。 由上可知
， 航天员的健康权面临着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

风险 ，
且人类对这种风险还处于摸索和认识阶段 ， 因此其威胁性更大 。 航天

员权利的脆弱性要求对其权利予以特殊的保护 。

综上所述 ， 训练和飞行是航天员 的本职工作 ， 但对其生命和健康的威胁

却贯穿始终 。 因此 ， 关注航天员 的权利保护问题十分必要 ， 国际社会和各航

天 国家应不断提高对航天员权利 的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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