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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星艦第⼀節助推火箭 B12 發射後返回，並由筷⼦（Chopsticks）接住，圖為實際拍攝之多點合成圖。（圖
片來源：SpaceX）

　　SpaceX 於本⽉再度毫無疑問地寫下了歷史的新篇章。星艦的第五次試射於
本⽉ 13 ⽇執⾏，其最⼤的亮點在於成功使⽤ Mechazilla 發射塔的機械⼿臂「筷
⼦」（Chopsticks）回收了第⼀節超重型助推火箭 B12，⽽星艦 S30 則繼續⾶
⾏，最終按計畫在印度洋濺落。SpaceX 執⾏長⾺斯克在 X 平台上發⽂表⽰，Sp
aceX 規劃在兩年內發射約 5 艘無⼈星艦前往火星，⽽載⼈⾶⾏任務的時間表將
取決於無⼈任務能否成功，若無⼈星艦成功登陸，載⼈⾶⾏任務就會在四年內執
⾏，但如果無⼈星艦無法順利達成任務，那麼載⼈任務就會再推遲兩年；為加速
推進火星移⺠計劃，SpaceX ⾄今已為其位於德州的 Starbase 發射基地投資了 3
0 億美元。

　　星鏈業務⽅⾯，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在今本⽉ 7 ⽇緊急批准 Space
X 與 T-Mobile 的⼀項新措施，利⽤星鏈為颶風海倫影響下的北卡羅來納州提供
緊急通訊⽀援，這是全球⾸次官⽅授權衛星公司能直連⼿機。這個特別授權允許
啟⽤星鏈的直連⼿機功能，讓當地所有⼿機⽤⼾無論網絡供應商是誰，都能接收
到緊急警報，除了能為颶風影響下的居⺠提供關鍵聯繫，也是 SpaceX 在應對緊
急狀況中的⼀次重要實測，以證明未來 Starlink 在全球緊急通訊中的潛在應⽤價
值。值得⼀提的是，⼀向被視為 SpaceX 潛在競爭對⼿的 Eutelsat，於本⽉ 19
⽇亦透過 SpaceX的發射服務，將 20 顆衛星部署⾄低地球軌道，Eutelsat 執⾏
長伊娃伯內克（Eva Berneke）表⽰，在慶祝 Eutelsat 與 OneWeb 合併週年之
際，除了對於全球多軌道服務需求增長感到興奮，也感謝 Eutelsat 集團與 Spac
eX 團隊為促成此次發射所做的努⼒，顯⽰了太空產業中各龍頭企業的兢爭關係，
在產業趨勢與各⾃定位明朗後，已逐漸瓜分市場⽽成為競合關係。

　　然⽽，SpaceX 的負⾯新聞並未因此終⽌，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稱
SpaceX 在 2023 年 6 ⽉、7 ⽉的兩次火箭發射都未事先取得許可，因⽽向 Spa
ceX 開罰 63.3 萬美元，Elon Musk 也對 FAA 提出的 63.3 萬美元罰⾦做出反
擊，直指該局因為⼀些與安全無關的⼩事懲罰 SpaceX，卻無視波⾳公司（Boein
g）真正存在的安全問題。此外，⾺斯克也宣布將對加州海岸委員會（CCC）提
起訴訟，因該委員會拒絕了 SpaceX 在范登堡太空部隊基地增加獵鷹 9 號發射次
數的申請，⾺斯克則指控其違反了《第⼀修正案》。最後，總部位於英國的在軌
製造公司 Space Forge 的⾸席技術官兼聯合創始⼈ Andrew Bacon 表⽰，如今
在地球⼤氣層中燃燒的廢棄衛星中約有 40% 屬於 SpaceX 的星鏈巨型星座，這
相當於每天⾄少焚燒 500 公⽄的衛星垃圾，其產⽣的太空垃圾和潛在有害的污染
物如氧化鋁和煙灰，再度讓 SpaceX 與破壞臭氧層等環保議題的爭端浮上檯⾯。

註：以上為 SpaceX 近期新聞之彚整，相關新聞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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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性⾦屬燃料　開拓太空旅⾏的新技術

CesiumAstro 推出相控陣列衛星設計

助台廠接軌次世代通訊　政府將資助 NTN 技術⾄少 5 年

RIceye 推出 25 公分 SAR 影像解析度新技術

韓國電信報告 5G 非地⾯網路技術⾥程碑

All.Space 籌集 4400 萬美元　準備推出⾸款終端設備

 能源供應不⾜　航海家⼆號關閉第七台科學儀器

 衛星通訊成⼿機新賣點　消費者卻不願為新功能⼤幅加價

 Smallsats 為⼤型科學任務帶來寶貴經驗

太空⼈也要失業了?!　2030 年後恐無法再派⼈上太空　商業太空站成救命稻草

推動通訊衛星發展　太空計畫修正案拚年底前送政院

Viasat 提升商務航空服務 Jet ConneX 網速與容量

ST ⼯程 iDirect 推出全新雲端軟體定義地⾯系統「Intuition」

Ali Al Hashemi 談 Space42 與直連設備的機遇

Robinhood 聯合創辦⼈成立太空太陽能新創 Aetherflux

⽇本瞄準微衛星開發　推⾃研姿態控制系統

強烈磁暴發⽣中！鄭明典⽰警：衛星定位、電⼒系統受影響

中華電：低軌衛星 OneWeb訊號　10 ⽉底 24 ⼩時覆蓋全台

XDLINX Space Labs 將使⽤近期獲得 700 萬美元種⼦資⾦

美國太空總署太空船⾶向⽊星衛星⽊衛⼆　尋找⽣命的關鍵

Elon Musk 想在印度推 Starlink　信實⼯業不滿頻譜直接分配

⼩型衛星逐步改變航太產業　法國 Airbus 衛星部⾨傳將裁員 2500 ⼈

穿著 Prada 的太空⼈將成真！與 Axiom Space 合作太空服⾸曝光

衛星遙測助友邦防治香蕉黃葉病　台灣創世界先例

美商 AERKOMM 結盟 Eutelsat OneWeb 搶進台灣及⽇本市場

波⾳⼜出事　⾃家衛星在地球軌道解體

全台⾸座⾼空通訊平台亮相　有什麼特殊功⽤？與衛星通訊有何差別？

台灣推非同步衛星應變網路　強化緊急通訊能⼒

⽇本成功測試⼿機直連 Starlink 衛星　無訊號偏遠地區「只要能⾒天空，皆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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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探索之全球發展概況與趨勢

國家太空中⼼ 太空政策法制組
江俊儒 組長

　　在冷戰的背景下，1960 年代美蘇兩強的太空競賽，開啟了⽉球探索的契機。此
⼀時期，探⽉的主要驅動⼒，是為了達成政治⽬的：在蘇聯率先達成發射⼈造衛星、
將⼈類送上太空，並平安返回等太空壯舉之後，美國希望以登⽉來證明科技與經濟實
⼒。這使⼈類的探⽉活動在阿波羅計畫期間（1961 - 1972）達到⾼峰，然⽽，在阿
波羅計畫結束後，各國將重點轉向了低地球軌道（LEO）探索及國際太空站（Intern
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的建設，⽉球探索失去政治⽬的⽽無以為繼、轉趨沉
寂，相關投資因此⼤幅減少。到了⼆⼗世紀末期，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減少太空探
索，⽽美國則將資源集中於太空梭計畫和國際太空站，其他國家如歐洲、⽇本和中
國，也逐步發展⾃⼰的太空計畫，注重科學儀器和技術研發。太空探索的核⼼⽬標從
政治宣傳逐漸轉變為推動技術進步、促進科學研究和國際合作。

　　時⾄廿⼀世紀，隨著新太空（NewSpace）時代的興起，⽉球計畫因⽽產⽣重啟
的契機。所謂的新太空是指以商業公司為主體的太空產業發展，這些公司不僅在衛星
通訊、地球觀測等領域發展迅速，也積極投入到外太空探索中，特別是⽉球探索，其
經濟潛⼒吸引了更多資⾦投入。例如，⽉球上可能存在的資源（如氦 - 3）被認為是
未來能源的潛在來源，⽽太空旅遊和⽉球資源開採等未來市場，也激發了商業公司的
⾼度興趣。這些因素推動⽉球計畫再次蓬勃發展，成為全球太空產業的重要領域之
⼀。如今，⽉球相關計畫的推動不再僅依賴於政府資⾦，商業⼒量已經成為太空探索
的主要驅動⼒之⼀。

　　根據 2023 年 Euroconsult 出版的《Prospects for Space Exploration》，⽉
球相關的探索和開發項⽬，預計將在未來⼗年內成為全球太空活動中最具投資吸引⼒
的領域，資⾦投入已創歷史新⾼，且未來仍將逐年成長。其中，美國針對⽉球探索的
投資在過去⼗年已增加為兩倍，於 2023 年達到 85 億美元，預計 2032 將年達到 1
10 億美元；中國在過去 10 年間作為僅次於美國的第⼆⼤探⽉投資者，2023 年共投
入近 15 億美元，預計 2032 年投資⾦額將成長⾄約 40 億美元；⽽歐洲太空總署（
ESA）的⽉球計畫資⾦也將從 2023 年的 4.24 億美元增加到 2032 年的近 10 億美
元。整體⽽⾔，⽉球探索的全球市場規模預計將在 2032 年達到 170 億美元。

資料來源：Prospects for Space Exploration, 4th edition

圖1. 與⽉球計畫相關的商業⽣態系

　　⽉球探索不僅限於⼈類登⽉，還包括⼀系列重要的科學與技術任務，這些任務包
括資源勘探、⽉球基地建設、太空礦產開採，以及通訊技術的發展。⽉球被視為未來
前往火星和其他外太空探索的關鍵跳板，因此各國投入「就地資源利⽤」（In-Situ
Resource Utilisation, ISRU）的研究，以便開發⽉球上的氦 - 3、⽔冰等重要資源。
此外，隨著各國進⾏載⼈及無⼈⽉球任務，對⽉球運輸和基礎設施的需求也在增加，
因⽽出現新的市場機會。例如，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商業⽉球酬載服務（Com
mercial Lunar Payload Services, CLPS）已規劃⿎勵私營公司提供⽉球運輸和相關
服務，未來的太空旅遊和⽉球殖⺠也具備強⼤的市場潛⼒，像 SpaceX 和 Blue Origi
n 等公司正在開發相關技術，為未來的⼤規模太空旅遊和⽉球基地提供服務。另⼀⽅
⾯，⽉球表⾯低重⼒和極端環境也為材料科學、機械⼯程及⽣物醫學研究提供了獨特
的試驗平台。這些探索不僅為科學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機會，還能促進技術創新，推
動經濟成長。

資料來源：Statista Research

圖2. 2023 ⾄ 2030 年間重⼤⽉球計畫

　　然⽽，新太空固然是當代⽉球計畫的重要推⼒，在商業思維以外，地緣政治的影
響仍然左右著⽉球探索競賽的走向。美國阿提米絲計畫（Artemis Program）與中國
嫦娥⼯程的互別苗頭，反映了兩國在科技、經濟，以及全球戰略領導地位上的相互競
爭。美國希望透過阿提米絲計畫，在 2025 年將⼈類重新送上⽉球，並在⽉球上建立
可持續發展的基地，進⽽推動火星任務。與阿波羅計畫時期的單打獨⾾有所不同，美
國企圖建立廣泛的國際合作，包括⽇本、歐洲太空總署，以及其他盟國，形成⼀個以
美國為核⼼的太空合作網絡，以鞏固其在全球太空活動中的話語權，並保持技術優
勢。

　　⾯對美國在太空探索上獨佔領先，中國不⽢⼼讓美國專美於前，先後投入⼤量資
源，在太空領域尋求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透過嫦娥⼯程，推動⼀系列探⽉計畫，從
無⼈探⽉、載⼈登⽉，到長久駐⽉，希望透過⽉球計畫對美國施加壓⼒，挑戰其太空
主導權。今（2024）年六⽉，嫦娥六號成功返回地球，實現世界⾸次從⽉球背⾯帶
回⼟壤樣本的創舉，接下來中國將透過嫦娥七號及八號探索⽉球南極，期待未來能夠
在⽉球南極建立國際基地。

資料來源：Seradata

圖3. 參與美國阿提米絲計畫及中國國際⽉球科研站計畫的國家⼀覽

　　由此可⾒，美中透過⽉球計畫進⾏太空競賽，已是現在進⾏式。即使去（202
3）年俄羅斯⾼調啟動 Luna - 25 ⽉球計畫，美國太空總署署長 Bill Nelson 對於俄
羅斯⽉球計畫的預期成果仍有所保留，並直⾔美國在太空競賽中最重要的對⼿仍是中
國。

　　除了美國阿提米絲計畫與中國嫦娥⼯程在⽉球探索的互不相讓之外，亞洲的太空
競賽也越發激烈，特別是⽇本與南韓政府近年來相繼批准多項⽉球計畫。⽇本宇宙航
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不僅是阿提米絲計畫的六個合作機構之⼀，也積極投入⽉
球資源利⽤和基地建設等關鍵技術的開發，⽬前⽇本探⽉計畫呈現多⾯向發展，包含
對⽉運輸、⽉球通訊、⽉球探測⾞，以及⽉球資源開採等領域，並規劃在 2030 年之
前完成載⼈登⽉的任務。此外，韓國航空宇宙研究院（KARI）的⽉球探索計畫則包
含發射⽉球軌道器（已於 2022 年透過 SpaceX 的獵鷹九號火箭發射）及發射⽉球
著陸器（規劃於 2032 年透過⾃有運載火箭 KSLV-III 發射）⼆階段。

　　⾯對國際間對⽉球探索的⾼度關注，台灣亦不落於⼈後，國家太空中⼼（TAS
A）的外太空探索計畫以探⽉任務為⽬標，強調與國內學研團隊協⼒，開發並製造酬
載儀器，同時透過與國際機構的合作，尋找合適的⽉球登陸器與漫遊⾞，將台灣研製
的酬載儀器送往⽉球表⾯執⾏探⽉任務；此計畫不僅是台灣技術⾃主化的重要步驟，
也是與全球太空探索趨勢接軌的機會。⽬前台灣探⽉酬載儀器研製的主題涵蓋四⼤項
⽬ — 向量磁場儀：⽤於測量⽉球環境中的磁場強度與⽅向；紫外線望遠鏡設施：進
⾏⽉球表⾯與⼤氣層外的紫外線觀測；影像及光譜酬載：透過影像技術捕捉⽉球表⾯
的⾼解析度照片，並使⽤光譜儀分析⽉球表⾯的物質成分；電⼦靜電分析儀：⽤於研
究⽉球表⾯帶電粒⼦的性質，了解⽉球環境中的靜電現象。

　　台灣⽉球探索計畫對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國際合作等⾯向均有不可忽視的正⾯
效益。透過先進科學酬載的開發，可以提升台灣在太空技術領域的⾃主性，並帶動其
他科技領域的創新與應⽤；如前所述，在新太空時代，未來太空探索和⽉球資源開發
具有巨⼤的經濟潛⼒，我國應與時俱進，藉此擴展與完善產業鏈。參與⽉球探索計畫
不僅有助於台灣的國際形象，也能促進國內外的技術分享與資源互補，整體⽽⾔，⽉
球計畫對台灣的外太空探索已是不可或缺的關鍵項⽬。

參考資料：
1. https://digital-platform.euroconsult-ec.com/product/prospects-for-space-exploration/

2. https://www.nasa.gov/commercial-lunar-payload-services/

3.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8698/planned-missions-to-the-moon/

4. 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135&typeid=

5.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25/science/change-6-china-earth-moon.html

6. https://www.seradata.com/picking-sides-in-space-chinas-moon-base-or-the-us-artemis-ac

cords/

7. https://www.nytimes.com/2023/08/10/science/russia-moon-launch.html

太空產業供應鏈暨網通產業新星⾶揚計畫成果展

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
整理報導

　　近年正值全球太空產業蓬勃發展，SpaceX 與 Eutelsat OneWeb 持續發射⼤量
商業衛星，帶動低軌道及多軌道衛星產業蓬勃發展，催⽣出多元化的衛星通訊應⽤。
政府積極推動相關產業發展，並將衛星通訊整合應⽤服務納入「五⼤信賴產業」，列
為未來布局全球的重點產業。

　　為協助國內業者發展衛星通訊關鍵技術、產品及應⽤，並推升產業升級，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藉由政府補助資源運⽤，為產業營造優質的發展環境，促進國際交流與合
作，同時⽀持業者投入衛星地⾯終端設備、系統整合、關鍵技術開發，以及量產驗測
技術，加速推動台灣相關零組件與設備切入國際衛星供應鏈。本次活動由衛星產業推
動團隊於台北國際電⼦產業科技展（Taitronics）10 ⽉ 23 ⾄ 25 ⽇期間，在南港展
覽館⼀館籌設「衛星通訊產業館」，聚焦「系統整合」、「場域實證」、「⼈才發
展」，以及「國際合作」四⼤亮點，展現我國太空產業發展豐碩成果。

協助台廠⾃主研發衛星地⾯設備系統整合並提升應⽤能量

　　經濟部產發署輔導國內業者進⾏多項衛星通訊終端設備及系統整合應⽤相關技術
之能量累積與提升，包括創未來科技「優化地⾯終端設備與衛星通訊連網系統整
合」、百⼀電⼦研發「多軌道衛星遠洋智慧漁業管理與通訊整合平台」、隴華電⼦與
耀登科技合作開發「移動式⾼低軌智慧通訊系統」、台亞衛星發展「海陸衛星通訊服
務暨船舶管理與物聯網應⽤實證」，以及前進太空的「多軌道衛星通訊網路終端設備
整合與場域驗證」等，涵蓋多項技術量能，帶動國內 12 家業者積極投入研發，開發
成果涵蓋家⽤、⾞⽤、海事及航空器等⾃主衛星終端設備之研發，展⽰台灣在衛星通
訊產業的創新技術實⼒，加速國內產業進入國際供應鏈。

資料來源：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

圖4. 衛星地⾯設備中，系統整合與應⽤代表廠商合影

　　依據國際衛星通訊市場需求，地⾯設備必須達到輕薄短⼩及低成本之⽬標，創未
來科技領先開發出基板厚度僅 2 毫米、設備⾃主率達 85％以上、量產成本低於 300
美元之⾞載終端設備，並結合 MIH 電動⾞聯盟，將⾞載終端搭載於商⽤電動⾞。昇
達科技開發 100％國產低軌衛星閘道地⾯站 Ka 頻多⼯器，產品良率及檢驗效率皆達
90％，製程設備聯網率提升⾄ 90％，縮短產品交期⾄ 5 天，獲國際低軌衛星營運商
SpaceX 及 OneWeb 採⽤，113 年前 8 個⽉累積低軌道衛星相關營收約 6.3 億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低軌衛星訂單⾦額增幅⾼達 805％。

　　此外，國內業者整合了彼此之優勢，不僅有效提⾼競爭⼒，更能積極爭取國外訂
單。攸泰科技與天線測試技術業者歐姆佳科技攜⼿合作，運⽤⾃主開發的電磁陣列天
線快速校正演算法，使低軌天線測試時間由每件 30 分鐘縮短⾄ 2 分鐘，已獲得丹
麥衛星設備商 Cobham 在台建置快速檢測產線，並爭取到每年約新臺幣 6 千萬元的
產製訂單。芳興科技串連中、上游零組件業者，包括天線（中衛科技）、天線控制⾺
達（騰冠資訊）、機構件（聯德動能），成功開發海事衛星終端設備，成功打入國際
⾼軌衛星商 Kacific 之供應鏈，規模約達新台幣 1 億元商機。⽽稜研科技整合無⼈機
載台（新樂⾶）、設備製造（英業達）等業者，成功開發⾶⾏器終端設備，打入⽇本
⾼空平台站市場，已取得 Prototype 訂單達新台幣 3 千萬元以上，並進⼀步向後續
量產邁進。

　　⾃ 110 年起，經濟部產發署已促成業者研發固定式家⽤、⾞⽤、船舶與⾶⾏器的
整機終端設備（User Terminal），迄今累積 33 家業者投入低軌衛星系統及地⾯設
備開發，助攻台灣業者切入國際供應鏈（⾃ 110 年 22 家累計⾄今 50 家），並促進
衍⽣投資額達 26.75 億元（投資研發⼈⼒、測試設備與環境之維運等），累計帶動
當年度台灣衛星地⾯設備相關產值增加 137 億。

打造國際商⽤衛星通聯測試場域　累積地⾯設備實測履歷

　　為考量國際衛星商非常重視地⾯設備與實際衛星的通聯實績，且國內缺乏實際商
⽤衛星訊號可提供業者進⾏測試，故產發署⾃ 112 年起與中央⼤學、船舶暨海洋產業
研發中⼼合作，運⽤中央⼤學低軌通訊立⽅衛星「珍珠號」之訊號，以及船舶中⼼
「智馭號」⾃駕船作為移動載台，建立全台⾸座低軌衛星通聯實測環境，並以中央⼤
學校區（固定場域）及⾼雄港⽔域（移動場域）提供業者進⾏地⾯設備衛星通聯實
測。國內業者芳興科技與中衛科技運⽤⾼雄港場域，測試由雙⽅共同開發具⾼低軌切
換功能的海事天線終端設備，達成衛星追蹤及切換實測，獲國際衛星商 Kacific 之海
事終端系統訂單。

　　為擴⼤協助業者與國際商⽤衛星及國內科研衛星通聯，推動團隊今年更與國際衛
星商 Eutelsat OneWeb、Intelsat、JSAT 合作，提供國際商⽤衛星訊號給國內業者
進⾏通聯實測；在科研衛星⽅⾯，則是與成功⼤學合作提供 Lilium 低軌通訊立⽅衛
星訊號，進⾏移動載台的測試，包括龍銓集團的⼤型⼯作船與虎尾科⼤的⾶⾏器。⽽
在實測技術⽅⾯，相宇企業提供安裝測試專業及設備，期藉此協助業者累績更完整的
通聯實績。

　　產發署也攜⼿國內電信業者，在⾼雄亞灣提供低軌寬頻訊號，帶動應⽤服務業者
將⾃主研發⽅案導入船舶場域（如中鋼運通、⾼雄輪船、智馭號）進⾏衛星服務場域
試煉，期透過建立台灣本島的實證場域，協助國內供應鏈業者（含硬體與應⽤）取得
衛星服務的實測機會，加速衛星通訊服務⽅案之商轉與落地應⽤。場域實證平台不僅
為國內業者提供寶貴的實測機會，同時加速業者獲取驗證履歷，⼤幅降低測試所需的
時間與⾦錢成本，從⽽提升了國內業者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

推動跨部會產學⼈才培育　提升衛星創新研發與實戰能量

　　隨著太空產業快速發展，產業也急需⼈才新⾎加速投入。產發署今年度⾸度與國
內五校太空系所合作，結合業師輔導，讓學⽣提早接觸產業研發實務，吸引更多⼈才
投入；同時結合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資源，運⽤產學合作⽅式，培養更多 5G 及
太空產業潛⼒⼈才。為增強產業新⾎的實務能⼒並挖掘其創新能量，產發署透過產業
出題、⼤學院校⼈才解題的⽅式，引導 41 家企業提出太空、5G 領域的研發專題，
共有來⾃ 48 所⼤專院校、共計 194 位學⽣進入企業參與研發解題，產業留聘⽤達
55％，成效相當不錯。

　　⽽為了挖掘產業的創新能量，產業署也持續舉辦 RunSpace 太空主題式競賽，
今年⾸度開放國際徵件並增設創新組，藉此⿎勵更多跨國與跨領域⼈才投入太空產
業，開啟更多與台灣產業鏈的合作契機，更與保加利亞衛星業者 EnduroSat 合作，
邀請對⽅進⾏程式開發。RunSpace 今年共有 54 家學校與 47 系所參與，合計 114
隊報名，最後評選出 69 件跨域太空創新應⽤構想，例如監測隕⽯與太空垃圾、增強
低軌道衛星雷射光通訊信號以及⼩型衛星天線演算法優化等，成為今年的績優團隊。

⼯研院與 TELESAT 簽署合作意向書　強化國際鏈結

　　此次成果展中，⼯研院與國際具指標性的加拿⼤衛星商 TELESAT 簽署合作意向
書，展現台灣產業與國際供應鏈接軌合作的契機，簽署儀式也邀請經濟部產發署與加
拿⼤駐台北貿易辦事處等代表到場⾒證，象徵雙⽅跨國合作正式啟動，擴⼤未來衛星
產業的商機，進⼀步協助國內企業進軍國際市場與服務範疇。

資料來源：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

圖5. ⼯研院與 TELESAT 跨國合作意向書簽署儀式

　　今年 3 ⽉，經濟部產發署再次與國家太空中⼼攜⼿參展全球最⼤華盛頓衛星展
會 SATELLITE 2024，連續 3 年（FY111 ~ FY113）累積邀請帶領 38 家次台廠業者
組成「Taiwan Space台灣太空形象館」，聚焦展⽰台灣太空產業鏈能量，由零組件
朝向系統整合暨應⽤⽅案，展現我國供應鏈能量持續升級。今年台灣館展⽰超過 48
項以上台灣特⾊解決⽅案，吸引超過千位國際業者與投資⼈參訪交流，並積極對接國
際⼤廠商機；參展業者也熱烈反饋，表⽰參與國際指標展會能提升品牌⾏銷與國際曝
光度，效果極佳。

　　⾯對⽇益全球化的太空產業市場，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能有效串聯其平台資
源、提供⼀站式服務⽅案，並專⾨協助廠商對接國內外業者的合作需求，無論是來⾃
歐美衛星運營商（如 TELESAT、Eutelsat OneWeb、SES、Inmarsat 等），或是有
意拓展國際市場的國內業者，均可透過此服務加速進入國際供應鏈，打造多元跨國合
作商機，共同推動台灣衛星產業持續成長。

Rocket Lab 獲得 NASA 研究合約，將⾸次探索如何將火星岩⽯樣本帶回地球。（圖片來源：Rocket
Lab）

Rocket Lab

　　Rocket Lab 於本⽉宣布被 NASA 選中，將協助其完成⼀項從火星表⾯回收
岩⽯樣本並帶回地球的研究，該任務將實現科學界最重要的太陽系探索⽬標，甚
⾄徹底改變⼈類對火星的理解，且有可能回答火星表⾯是否曾經存在⽣命的問
題，協助為⼈類⾸次火星探索做好準備。作為 NASA 火星樣本返回計畫的⼀部
分，這項研究⽬前欲使⽤ Rocket Lab 的垂直整合技術，預計將提升與業界往來
採購、合作的機會，也期待以更低的成本將火星探測器「毅⼒號」收集的樣本從
火星表⾯帶回地球，並比原預計的 2040 年樣本返回⽇期再提前幾年完成。Rock
et Lab 創辦⼈兼執⾏長彼得·⾙克（Peter Beck）表⽰：「從火星取回樣本是⼈
類歷史上最具雄⼼且最具科學意義的任務之⼀，⽽ Rocket Lab 已經設計出⼀個
創新的任務概念，能夠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式加速實現這⼀⽬標。」

　　另外，Rocket Lab 於 16 ⽇新增了⼀項緊急的 Electron 發射任務：「變動
的緯度，變化的態度」（Changes In Latitudes，Changes In Attitudes），取⾃
吉米・巴菲特的專輯與同名主打歌，其中「Attitude」可譯為態度，同時也與火
箭⾶⾏之姿態為同義詞，表述 Rocket Lab 能適應快速變動的市場之彈性，並預
計在三天後（19 ⽇）即執⾏此客⼾保密的商業任務。該緊急任務從簽署發射合約
⾄ 19 ⽇的發射窗⼝不到兩個⽉，代表了 Rocket Lab 有史以來最快的合約⾄發
射周轉時間；然⽽，後續因為需要額外的時間執⾏此次任務的最終檢查，後續將
發射⽇期推遲⾄ 11 ⽉ 4 ⽇。從研發⾄最快投入商⽤的火箭，到最快簽約⾄發射
的任務，Rocket Lab 的 Electron 火箭時刻在與 SpaceX 的獵鷹九號火箭較量，
並試圖取代其成為各種數據上的第⼀，憑著 Rocket Lab 的商業野⼼與技術實
⼒，有望在發射服務興起的中後期成為太空產業有⼒的後盾。

註：以上為 Rocket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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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awarded-nasa-study-contract-to-explor

e-bringing-rock-samples-from-mars-to-earth-for-the-first-time/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adds-new-mission-to-2024-launch-man

ifest-schedules-launch-in-coming-days/

TASTI 2024 台灣太空國際年會
活動⽇期：2024 年 11 ⽉ 30 ⽇⾄ 12 ⽉ 4 ⽇

會議地點：⾼雄展覽館（⾼雄市前鎮區成功⼆路 39 號）

報名網址：TASTI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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