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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人类空间技术和空间活动的飞速发展，21世纪必将是空问活动方兴未艾的世纪。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在探索与利用空间技术领域奠定了世界主要空间大国的地位。
21世纪必将是中国从空间大国跻身空间强国的世纪。
    然而，中国无论在空间立法还是在空间法研究方面都远远滞后于空问技术的发展。
在国家作为空间活动主要主体的过去50年中，国家通过政策、行政指令足以调整空间活动中的各类关
系。
在空间活动私营化、商业化发展的今天，加强空间立法成为中国空问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完备的空间法律制度是推动中国空间事业深远、稳健发展的制度保障。
    空间法作为20世纪后半期形成的新兴法律部门，随着空间活动的发展在欧美得到了飞速发展。
欧美空间法学者对空间法的研究促进了空间立法的完善和国家空间活动的有序发展。
当今世界主要空间法研究基地都在欧美地区，对空间活动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提供极具影响的法律对
策。
然而，空间法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世界主要空间法论坛也很少听到中国空间法学
者有见地、有影响的声音。
近年来，这种现象虽有改变，但不容讳言，中国空间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空间法研究先进
水平尚有差距。
    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成立于2006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从事空问法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之
一。
自成立以来，在国内外学界的支持下，在教学、科研和资料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国
际空间法模拟法庭教学在国内外颇具影响。
在科学研究方面，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建立了目前国内资料最齐全的空间
法资料中心，期望为从事空间法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好的资料平台。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空间法研究水平，为广大空间法研究学者提供系统的研究资料，北京理工大学空
间法研究所立足于对每年的空间资料的系统整理，主办了《中国空间法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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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日本空间管理体制不适应空间活动的进一步发展1996年，由于政府财政问题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启
动了一项“小而精的政府机构”计划，以平息日本公众的批评并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根据该计划，原主管空间事务的日本科学技术厅与文部省合并为一个省-日本文部科学省，掌管宇宙与
航天科学研究所和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此两者随后与国家空间实验室合并为日本宇宙探索局。
合并之后，原主要负责部门何行政协调与决策的日本空间活动委员会的职责转变为监督文部科学省与
日本宇宙探索局的空间活动。
新建的科技政策委员会负责科技政策诸方面包括空间政策的制定。
此次涉及空间事务的行政机构整合困扰了空间政策的制定。
首先，整合后的文部科学省的空间政策部门大臣一职由原主管文部的长官充任，整个文部科学省的政
务、事务人员也大都是原主管学位授予、国际学生交流或者基础教育的人员充任。
而在此前，尽管空间政策部门的长官一职由非空间问题专家担任，但他们大都在科技领域有着一定的
背景知识。
其次，原负责部门间行政协调与空间决策制定一职的日本空间活动委员会的规模和职能大为缩减，在
新行政部门的规划中再找不到一个负责行政部门间的空间活动协调的行政机关。
除行政协调上出现空缺外，新建的担负空间决策任务的科接政策理事会虽然享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但
是无权制定财政预算，对曹相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软机关”。
再次，日本空间活动委员会的规模虽然大为精简，但是仍担负着财务分配之职，决定某一空间项目或
空间探索工程需要的拨款。
作为文部科学省的下设委员会，日本空间活动委员会的决定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与财务省的磋商，并
由财务大臣决定是否准予拨款。
除此之外，日本空间活动委员会主席一职并非由专业人士担任，而是由对外空活动所知甚少的政务长
官充任，从而使空间项目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大打折扣。
行政机构重组的负面效应于H-IIA火箭的第六次发射失败时最为凸显。
2003年11月29日，搭载两颗图像采集卫星的H-IIA火箭发射失败，时任文部科学省大臣的河村建夫被公
众及日本政府指责为对重要的卫星计划监管不利。
然而就图像采集卫星损毁来说，存在着责任主体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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