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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星艦因環境評估問題，原定於今年 9 ⽉中旬核准的發射時間被推遲⾄ 11 ⽉下旬，⽬前仍持續在發射台上等
待第五次⾶試。（圖片來源：SpaceX）

　　本⽉ SpaceX 最⼤的新聞無疑是北極星黎明任務（Polaris Dawn）的成功，
由獵鷹 9 號火箭運載的乘龍號（Crew Dragon）太空船，於美東時間 9 ⽉ 10 ⽇
清晨從佛州⽢迺迪太空中⼼（Kennedy Space Center）升空，執⾏史上⾸趟商
業太空漫步任務並測試新型太空衣，並於 9 ⽉ 15 ⽇成功濺落返回地球。這是乘
龍號截⾄⽬前第 5 次私⼈任務，也是風險最⾼的⼀次，此次的成功象徵了商業太
空產業和美國太空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步。

　　然⽽，同為 9 ⽉ 10 ⽇，SpaceX 公開指責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延
誤星艦的發射許可，原定於今年 9 ⽉中旬核准的發射時間被推遲⾄ 11 ⽉下旬，S
paceX 認為，此次延誤並非由於安全問題，⽽是環境評估造成，批評 FAA 沒有
將重點放在更為重要的安全分析上。但無法否認的是，⾃從 SpaceX 開始發射火
箭後，德州和墨⻄哥邊境附近的沙灘上污染情形越發嚴重，引發德州當地組織呼
籲海灘的環境保護應被重視，當地原住⺠部落 Carrizo／Comecrudo 的成員也認
為這片⼟地對他們具有神聖意義，希望 SpaceX 的設施能夠完全拆除且恢復原有
的野⽣動物棲息地。

　　在技術創新與國家單位合作⽅⾯，SpaceX 與美國太空發展署（SDA）和 Yo
rk Space 成功測試 Proliferated Warfighter Space Architecture（PWSA）⾸批
衛星的光學雷射通訊能⼒，實現兩顆 SpaceX 衛星之間超過 24 ⼩時的穩定光學
連接。SDA 的⽬標是建立低地球軌道衛星星系，提升導彈追蹤和戰場數據傳輸能
⼒，並計劃於 2025 年初發射下⼀批衛星。另外，SpaceX 也持續為美國國家偵
察局（NRO）發射星盾衛星（Starshield），並於 9 ⽉ 4 ⽇成功執⾏ NROL-113
任務，該批衛星屬於 NRO「增強架構」（proliferated architecture）的第三批
次，該次發射標誌著 NRO 將持續快速部署其衛星星系，並預計在今年進⾏共六
次相關發射。與此同時，SpaceX 也因星盾業務遭業內⼈⼠質疑，將對地球觀測
（EO）市場競爭⼒構成重⼤威脅，尤其是在數據服務與分析領域，雖然為市場帶
來整合之機會，卻也讓企業與國界之間的主權維持議題浮上檯⾯。

　　最後，星鏈業務⽅⾯，儘管 SpaceX 在七、八⽉均因⾶安問題受 FAA 調查
停⾶，九⽉仍⼀⿎作氣不間斷地將搭載 Direct-to-Cell ⼿機直連功能之星鏈衛星
送入軌道，也在本⽉成功發射第 7,000 顆衛星，其部署衛星速度為平均每⽇ 3
顆，掌控了全球 62% 的現役衛星。⽬前星鏈已擁有超過 300 萬名⽤⼾，根據 R
econ Analytics 發表的調查報告顯⽰，其⽤⼾的斷訊比例雖然比光纖寬頻⽤⼾
⾼，但比有線電纜⽤⼾低，⽤⼾對星鏈的滿意度依然很⾼，特別是在鄉村地區，
其服務的速度和穩定性獲得⾼度評價。SpaceX積極拓展企業市場，成功與美國聯
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簽署機上 Wi-Fi 合作協議，讓其機上無線上網訂單幾
乎翻倍；⽽與 T-Mobile 的合作，也在本⽉成功通過星鏈衛星發送無線緊急警
報，整個過程僅花費數秒，T-Mobile 對外表⽰，此系統還可以適⽤於其他網絡
如 Verizon 和 AT&T，並預計將在未來幾個⽉內進⼀步加強全美無線覆蓋，再次
強化 SpaceX 於通訊產業中無法撼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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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衛星產業切入國際合作之機會、挑戰
以及政府推動產業國際化策略

⼯研院產服中⼼／綠⾊數位經濟組／太空經濟部
楊尚賢 業務經理

　　依據美國衛星產業協會（SIA）統計，全球太空經濟產值中地⾯設備產值占比最
⾼，如以地⾯設備之終端應⽤設備市場為例，隨著低軌衛星網路服務開通，衛星網路
⽤⼾之⼩型衛星地⾯終端設備（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 VSAT）需要⼤量建
置，其需求預估是衛星數量的 200 倍⾄ 400 倍不等，此意味著⾄ 2030 年將有 26
0 萬⾄ 520 萬之 VSAT 市場需求。若再加上 2022 年各衛星製造商向美國聯邦通信
委員會（FCC）申請 V 頻段之通訊衛星佈署許可證，總數⾼達 3.8 萬枚，可預⾒未
來除 VSAT 需求之外，不僅多家通訊衛星星系供應商相互整合，低軌通訊衛星與地
⾯⾏動通訊將如何聯結以提供應⽤服務，將是全球衛星產業未來發展之重點。

　　在低軌衛星運營商部分，Northrop Grumman、Boeing、Airbus、Thales Aleni
a Space 為傳統國防系統開發之相關業者，商業模式較為單純，主要聚焦在衛星製
造，並擁有由系統整合到次系統之開發能量，客⼾群多以國防、政府單位為主。

資料來源：美國空軍太空司令部（AFSPC）

圖1. Northrop Grumman 為美國研發新⼀代彈道⾶彈預警衛星 SBIRS

資料來源：Sierra Nevada Corp.

圖2. Boeing 與 Sierra Nevada Corporation 合作開發 Orbcomm ⼆代衛星

資料來源：Thales Alenia Space

圖3. Thales Alenia Space ELiTeBus-1000 衛星平台

　　SpaceX、Airbus OneWeb Satellites 則為新興商⽤衛星製造業者，商業模式除
聚焦在衛星製造外，本⾝或其⺟公司直接參與衛星營運，SpaceX 因採垂直整合模
式，故具備系統整合到次系統之完整開發能量，⽽ Airbus OneWeb Satellites 採策
略合作模式，故本⾝僅具備衛星系統整合及部分次系統之開發能⼒，其他次系統多仰
賴他國業者提供解決⽅案。

資料來源：SpaceX

圖4. SpaceX 於 Starlink 衛星所採⽤之太陽能電池模組

　　台灣在半導體、精密製造、資通訊產業上，具有強⼤實⼒和創新能⼒，產業已具
備衛星產業零組件之重要供應能量基礎，⽬前已有四⼗餘家業者切入國際供應鏈。⽽
台灣衛星產業接下來之挑戰，將是從元件代⼯逐步走向系統設計製造，政府已透過跨
部會資源合作，推動太空科技產業化，⿎勵產業開發符合衛星發展趨勢之系統及零組
件製造能量，逐步建立起國內太空產業鏈，以爭取國際龐⼤商機。然⽽，太空衛星產
業是⼀項新興產業，需要尖端之科技研發和健全之產業環境，才能夠促進和成就產業
之蓬勃發展。我國具備前述之產業優勢，以及豐沛之⾼科技研發⼈才，且在低軌衛
星、第五代和第六代通訊（5G／6G）技術⽅⾯已有相當之產業基礎；特別是我國眾
多資通訊企業亦與美國太空衛星企業接軌，成為其衛星設備之零組件供應商，凡此均
顯⽰台灣企業已關注到國際太空衛星產業商機，並有進⼀步發展太空衛星產業之機
會，然⽽，推動太空產業仍有賴政府專責單位協助建立完善的產業環境，並提供適當
的⽀持與推動。

　　我國太空衛星相關產業相關業者在與國際太空衛星產業互動過程中，普遍⾯臨著
以下之問題：第⼀，許多台灣廠商確實已經成為國際⼤廠之零件供應商，但在⾯對國
際市場時皆為個別運作、單打獨⾾，故⽽對同為太空衛星產業供應鏈之其他台灣廠商
彼此瞭解不多，以致難以尋找合作夥伴或形成產業鏈。第⼆，對於準備邁入太空產業
之⺠間業者⽽⾔，在初期階段，產品研發與驗證程序實在是過於耗費經費與時間，且
⽬前國內仍然缺乏充⾜之太空衛星技術產品之驗證環境，⽽須送往國外驗證以符合國
際客⼾之需要。第三，衛星製造已朝向商業化發展，其地⾯設備之整體需求亦隨之提
升，國際太空衛星產業之市場規模已⼤幅擴⼤，正吸引眾多資通訊廠商有意參與太空
產業以開拓新市場；這些企業雖有意將原有業務與太空衛星產業結合，並切入國內與
國際供應鏈，但也⾯臨⼀定⾨檻和眾多挑戰。也因此，台灣如欲積極切入太空衛星這
項國際新興產業，全⼒發展深具實⼒之太空衛星產業，加速融入國際太空衛星產業
鏈，擴⼤我國太空衛星產業之產值，政府便需要更進⼀步研究和規劃有效之策略，以
引導業者進入太空產業市場，掌握國際太空衛星產業商機。

　　在推動產業國際化之策略，政府層級似可倣效國家發展基⾦投注資⾦於新興產業
和新創事業，國科會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提撥部分基⾦資源專⾨⽀持太空產
業相關企業和太空技術研發相關新創事業，包括前期投入研發與驗證等階段，以助從
事於太空領域之廠商業者取得⾃主太空技術，或精進太空產業技術與產品。同時亦應
訂定⿎勵機制和優惠條件，激發更多⺠間資⾦⼀同投入新興之太空產業領域，建構更
完整之太空產業鏈，進⽽在台灣打造世界級之太空產業聚落。其次，為使企業界研發
之太空技術及相關產品具備⾶⾏履歷，以打進國際之衛星製造供應鏈，政府應加快腳
步設立更符合產業界需求與國際標準之衛星元件驗測場域，並提升驗測量能。

　　在法⼈層級部分，以國科會主導之「太空產業推動與⼈才培育計畫」由包括台北
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國家太空中⼼、⼯業技術研究院、資訊⼯業策進會等太空衛星
產業主責單位，結合深具應⽤研發、智庫幕僚與創新產業推動法⼈，分別就衛星技術
研發、產業鏈結與供應鏈媒合，以及⼈才培訓等，共同推動太空衛星產業國際合作。
在衛星產業國際鏈結與供應鏈媒合部分，合作策略包括三⼤主軸，分別是深化國際鏈
結、海外⾏銷推廣，以及海外商機開發及媒合。

　　深化國際鏈結策略係透過計畫執⾏團隊持續開發之國際網脈資源，針對不同運營
商、製造商、系統整合商及應⽤服務商等，隨時瞭解並掌握其需求以及可能合作⽅向
或內容，不定期提出合作議題進⾏探討洽談，並適時引介與我政府相關部會或專責機
構如國家太空中⼼等進⾏合作意向交流，期待經由 Top-Down 由上⽽下之⽅式切入
或促成產業國際合作。執⾏作法則包括擴⼤國際合作對象及⾯向，合作對象從四⼤低
軌衛星商延伸⾄中⾼軌衛星商，合作⾯向則從衛星運營商拓展⾄系統整合商及製造商
等。此外，針對不同國際合作對象，提出差異化的合作模式，例如針對申請落地的營
運商，提供應⽤服務合作；對於製造商及系統整合商，則以在台進⾏驗測、研發或製
造合作為主。

　　海外⾏銷推廣則是經由定期參與國內外國際知名航太相關展會如SATELLITE Ex
po 及台灣國防航太展，以台灣太空形象館（Taiwan Space Pavilion）結合不同展⽰
主題與我國優秀台灣相關業者，對外展⽰台灣衛星產業創意與能量，並透過展會拓展
國際產業⼈脈及瞭解各⼤廠最新⽅案及國際趨勢，如圖 5。

　　海外商機開發及媒合部分，帶領我國衛星產業關鍵業者主動出擊，前往歐美衛星
重鎮（Clusters）分別拜會衛星運營商、製造商及系統整合商，透過海外參訪拜會及
洽談或媒合會議，助攻我國業者打入國際供應鏈。此外，⼯研院及台灣低軌衛星產業
聯誼會（TLEOSIA）更於 2023 年共同推出 One-Stop Service（⼀站式服務）合作
平台，提供包括供應鏈產業合作、衛星應⽤服務實驗場域驗證及外商來台落地顧問諮
詢等⼀站式服務，詳如圖 6 ⾄圖 7。

資料來源：⼯研院產服中⼼

圖5. 國家太空中⼼與⼯研院帶領 15 家國內業者參加 SATELLITE 2024

資料來源：⼯研院產服中⼼

圖6. 國際衛星商 SES、Mangata Networks 及 Inmarsat 在經濟部之⾒證下與⼯研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資料來源：⼯研院產服中⼼

圖7. ⼯研院帶領國內衛星產業業者拜訪 Lockheed Martin Space

　　台灣在衛星產業具備戰略地理位置及供應鏈卓越能⼒之優勢，從中尋找創新機
會，發揮台灣科研實⼒，在⼿機直連衛星、寬頻通訊技術及遙測成像領域上等提供⾼
效穩定之量能，爭取在全球太空產業中扮演更重要之⾓⾊。因此，當政府或國家太空
中⼼冀望能整合國內產官學研能量，以太空國家隊之姿在國際市場上扮演⼀席之地
時，便可思考透過長期鏈結國內外政府、企業、學校及研究單位之國內法⼈單位，以
超然之第三⽅⾓⾊，籌建具公平合作之統⼀式合作平台（Unified Collaboration Plat
form, UCP），將跨部會資源複合性投入集結，減少冗長之⾏政溝通，提⾼產業轉型
效率；並可利⽤台灣四⾯環海之優勢，建置衛星產業應⽤服務剛性需求之海事應⽤場
域計畫，讓國內外相關廠商能夠在該場域上進⾏商⽤化及創新型技術之導入及驗證，
實現太空衛星產業在台灣從元件製造、次系統⽣產、系統設計開發、產品組裝、驗測
認證到應⽤服務商業化等⼀站式服務之願景。

參考資料：
1. 中技社「台灣低軌衛星產業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2. 王志強 (2023)，從星鏈計畫看低軌道衛星商機，DigiTimes

3. 黃晶琳 (2023)，美歐低軌衛星廠擴⼤業務 台鏈搶商機，經濟⽇報

4. Airbus OneWeb Satellites

5. 譚瑾瑜 (2022)，「發展低軌衛星產業正逢其時」，《台灣經濟研究院時事觀點》

6. 盧天麟與呂宜諠 (2022)，「從投資看衛星產業發展前景」，《⼯商時報名家評論》

7. 黃松勳 (2022)，「Eutelsat和OneWeb合併以提供多軌道衛星通訊網絡服務」，《科技政策資訊與研究

中⼼_科技產業資訊室_市場報導》

8. ⾏政院勞動部勞動⼒發展署 (2023)，「國際低軌衛星發展及台灣產業概況」，《台灣就業通產業趨

勢》

9. 黃怡婷 (2023)，「台⽇韓科技競賽新競合：衛星製造與全球供應鏈，台灣之優勢是什麼？」，《科技

⼤觀園》

10. 陳華昇 (2022)，「台灣發展太空產業此其時也」，《台灣經濟研究院時事觀點》

衛星通訊產業座談會 共創產業新機遇

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
整理報導

　　為強化衛星通訊產業與公部⾨交流，以利我國相關產業發展及政策擘劃，台灣低
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於 9 ⽉ 24 ⽇下午在科技⼤樓舉辦「衛星通訊產業
座談會」，並由台灣太空產業發展協會（TSIDA）、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
（TAICS）以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CA）共同協辦，促進部會與產業界互
動，以廣納產業界對於我國衛星通訊相關政策之建議，完善衛星通訊基礎環境建置，
並加速衛星通訊⾃主研發技術以及產業之落地應⽤。

　　本次座談會規劃三⼤議題「台灣於國際衛星通訊產業之發展定位」、「台灣衛星
通訊技術發展路徑」、「產、官、研共同建構之台灣衛星通訊產業」為討論主軸。邀
請經濟部、數發部、國家太空中⼼、科技政策諮詢專家室，就我國衛星產業在應⽤領
域⽅⾯的潛在商機：衛星酬載、通訊晶片、地⾯系統等技術藍圖發展願景，以及政策
資源如何協助台灣衛星產業解決⽅案切入國際供應鏈等主題進⾏政策布局說明，並廣
邀產業界惠予建議，現場交流熱絡且懇切。

資料來源：國家太空中⼼（TASA）

圖8. 衛星通訊產業座談會，由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秘書長廖榮皇博⼠主持開場

　　座談會聚焦於衛星通訊技術的發展及應⽤，並探討台灣在該領域的現況與未來商
機。會議由廖榮皇博⼠主持，隨後由多位來⾃科技政策、國家太空中⼼、經濟部與數
位發展部等單位的專家進⾏主題發表。議題涵蓋國內衛星通訊技術的發展藍圖、國際
合作、商⽤頻段分配及管理、以及通訊安全等關鍵議題。其中，座談會分為兩⼤主
題：「衛星通訊技術發展路徑」與「衛星通訊產業建構」，第⼀部分著重於台灣衛星
技術及設備的發展，包含了商⽤頻段管理、安全挑戰、以及與國際市場的合作機會；
第⼆部分則深入探討衛星地⾯設備供應鏈及政府⽀援等議題。此外，綜合討論環節也
相當精彩，現場先進包括遠傳電信、仁寶電腦、耀登科技、繁晶科技、攸泰科技、星
相科技、台灣檢驗科技（SGS）、名星太空科技、台灣太空通訊，以及中華⺠國業餘
無線電促進會，分享了全球衛星通訊產業的最新趨勢及應⽤案例，並介紹3GPP不同
版本的解決⽅案。與會者強調，太空產業應從萌芽發展階段即開始跳脫過去的 OEM
思維，同時了解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前台灣每年都會前往美國華盛頓 DC，並以太
空旗艦隊打造「台灣太空形象館」參加 SATELLITE 衛星⼤展，正是希望能讓台灣的
太空能量拓展全球，擴⼤台灣在此領域未來發展潛⼒。

資料來源：國家太空中⼼（TASA）

圖9. 衛星通訊產業座談會現場，各單位先進來賓濟濟⼀堂

　　隨著台灣多家企業在國際供應鏈中的積極參與，使本國衛星通訊產業能⾒度越來
越⾼，將能夠在未來的衛星通訊領域中發揮更⼤的影響⼒。透過座談會中專家的分享
與討論，與會者⼀致認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並強調了台灣在全球低軌衛星市場中的
潛⼒與機會，期待透過持續的交流與創新，推動台灣在衛星通訊技術及產業的發展，
實現共創雙贏的局⾯。

衛星通訊產業座談會會議進⾏⽅式

部會商報將於第8分鐘舉牌，第10分鐘舉牌並請結束報告

與會來實可透過會場的SlidoQRCode提供您的問題（請署名或建議，並於綜合討論時低主持⼈消先點《Sid上

多⼈附證且有署名的問題，進⾏現場提問來賓所提問題，若適合現場回應，主持⼈將請部會代表回應；若無，則出部會代表研孫被以造羅⽅式国際

本會語事前問卷尚可填寫，請⾒⾏前通知，會議結束後亦將寄送意⾒調查，再請您開項夜

為利部會蒐集與會貴賓意⾒作為政策研擬參考，請同意各部會於本次會後視情況與各位產業界專眾解點效进

如您有建證欲直接提供給部會，歡迎職緊本案窗⼝：國科會科技將公室彰⼦仙期研究員/將⼠thkuognstcgorw食中間卷
03年9⽉29⽇

2:07:48

衛星翅訊

~座談會

New Glenn 的上級火箭進⾏了長約 15 秒的點火測試，使其距離⾸⾶⼜近了⼀⼤步。（圖片來源：Blue
Origin）

Blue Origin

　　今年 Blue Origin 的火箭發射任務遭遇了多重挑戰與進展，原規劃於今年 10
⽉執⾏的火星衛星發射任務「ESCAPADE」，由於成本與技術挑戰，已被 NASA
宣布延後⾄ 2025 年春季後進⾏；此任務原定為 New Glenn 火箭的處女航，旨
在將衛星送往火星。Blue Origin 在嘗試加速 New Glenn 火箭⽣產的過程中已經
⾯臨了不少困難，除了進度落後了四年，近期更發⽣了兩次重⼤測試失敗，並導
致 New Glenn 火箭預計在第⼆趟和第三趟航⾏使⽤的硬體損毀。不過，Blue Ori
gin 依舊積極進⾏測試⼯作，並在本⽉成功進⾏了⼀次為時 15 秒的 New Glenn
上級火箭點火測試，讓其距離⾸⾶更近了⼀步 。

　　為應對 ESCAPADE 延後，Blue Origin 決定將 New Glenn 原定今年 12 ⽉
執⾏的第⼆趟任務，提前到 11 ⽉作為⾸航執⾏。New Glenn 這趟任務（NG-1）
將搭載 Blue Origin 開發的 Blue Ring 平台，該平台旨在拖曳其他衛星，或為運
⾏中的衛星補充燃料，也因美國太空軍（Space Force）要求新火箭需⾄少經過
兩次認證⾶⾏，才能承接國家安全酬載的發射任務，因此這趟⾸航也將作為 New
Glenn 火箭的國家安全認證的⼀部分，以滿⾜美國太空軍對於國家安全酬載發射
的要求 。

　　New Glenn 的開發採取的是較為傳統⽽保守的策略，以第⼀次發射就成功為
⽬標，不像 SpaceX 是不停地發射、不停地失敗，再從不停地失敗中學習改善，
因此 New Glenn 的開發週期較長，延誤也較多，ESCAPADE 任務正是為此耽誤
的例⼦。然⽽，New Glenn 是 Blue Origin 對於 SpaceX 在太空發射界霸主地位
的回應，它採⽤了與 SpaceX 的獵鷹 9 號火箭類似的半可回收設計，其中下級火
箭會返回到海⾯上的駁船著陸，⽽上級火箭則設計為拋棄式，不僅如此，New Gl
enn 的載重量要比獵鷹 9 號火箭還要⾼上許多，火箭直徑和整流罩直徑也都比獵
鷹 9 號以及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寬上不少，在 SpaceX 的星艦能投入使⽤之前，或
許可以有⼀⼩段空檔拿下當前「世界上最強⼒的服役火箭」之頭銜。

註：以上為 Blue Origin 近期新聞之彚整，相關新聞來源如下：

完整新聞資訊請⾒：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702019_E1WLCL0F2M9

NPB8XQLMKL

https://hk.news.yahoo.com/blue-origin-new-glenn-second-stage-hotfire-test-blue-ring-093

044401.html

太空產業供應鏈暨國際新創分享
活動⽇期：2024 年 10 ⽉ 24 ⽇（四）

會議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路 1 號 1 樓）

活動詳情請持續關注 TLEOSIA 官⽅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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