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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為第七次星艦發射測試超重型助推器。（圖片來源：SpaceX）

　　年底的星鏈持續升級，⽬前的星鏈系統已具備⼿機直接連結並提供網路服務
的能⼒，⼤幅減少偏遠地區死⾓、確保所有地⾯⽤⼾有穩定網路可⽤，也已經解
決了延遲限制、衛星的理想⾼度和仰⾓，以及其他幾個參數先前的問題。初期 13
枚新型衛星提供 10 Mbps 頻寬，讓偏遠地區⽤⼾無需特殊設備，只需⼀⽀可連上
網路的⼿機就能連上星鏈系統，且該系統使⽤的為⼤多數⼿機都相容的標準 LTE
／4G 協定。星鏈與 T - Mobile 的合作也在近期獲（聯邦通訊委員會）FCC 許
可，在美國境內提供太空補充地⾯覆蓋（SCS）與直連⼿機服務；然⽽，由於該
批准涉及多項附加條件且需多⽅協調，⽬前尚未有確定的推出⽇期，且作為條
件，星鏈也需與 NASA 協調，確保其計畫不會對國際太空站以及其他 NASA 任
務發射窗⼝造成⼲擾。

　　星鏈的合作夥伴除了美國的 T - Mobile 與加拿⼤的 Rogers 等⾏動營運商，
也在本⽉與紐⻄蘭的 One NZ 合作，讓紐⻄蘭成為全球⾸個提供全國性衛星連網
服務的國家，⼤幅提升偏遠地區的網路連接能⼒；另外，星鏈也與烏克蘭的 Kyiv
star 合作，預計於 2025 年第四季度在烏克蘭推出⼿機直連衛星技術以改變其通
訊產業模式，不僅保持業務合作，也再度表明 SpaceX 對烏克蘭的政治⽀持。然
⽽，星鏈在印度的業務推進就沒這麼順利了，原本正在尋求印度政府批准提供當
地衛星寬頻服務的星鏈，近幾週遭當局查扣兩件星鏈裝置，遭到沒收的裝置分別
在⼀個武裝衝突區和⼀次毒品走私突襲⾏動中查扣，警⽅懷疑這是毒販⽤於⾏船
導航，也已於本⽉稍早向星鏈提出法律請求以取得其購買詳情，使⾺斯克在 18
⽇⾸度表明，星鏈網路在印度並未啟⽤，但同時也在落腳印度的過程中持續努⼒
解決任何可能的安全疑慮。

　　另⼀⽅⾯，美國本⼟兩⼤通訊商 Verizon 與 AT&T，繞開 SpaceX 選擇與另
⼀家衛星營運商 AST SpaceMobile 合作建立衛星網路，⽽歐洲三⼤航太企業的
空中巴⼠（Airbus）、Thales 和 Leonardo 據傳正在洽談共同出資，成立⼀家專
注於航太衛星領域的歐洲獨立衛星公司，旨在建立形式類似空巴、Leonardo 和
BAE Systems 過去曾成立的⾶彈製造公司「歐洲⾶彈集團」（MBDA），並以「
Project Bromo」為其計畫名稱。

　　火箭業務⽅⾯，則是 SpaceX 化潛在對⼿為客⼾的⼀⼤利器。SpaceX 近期
不僅協助 SES 發射其 O3b mPOWER 任務衛星，也為美國國家偵察局（Nationa
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RO）執⾏了 NROL - 126 任務以⽀持其「繁衍架構
（proliferated architecture）」戰略，NASA 也規劃在 2028 年使⽤ SpaceX 的
獵鷹重型（Falcon Heavy）火箭，進⾏名為 Dragonfly 的任務，該任務旨在部署
⼀架旋翼登陸器，⽤以探索⼟星⽉亮泰坦（Titan）之地⾯。太空居住技術公司 V
ast 也於本⽉宣佈與 SpaceX 達成重要合作協議，將使⽤獵鷹 9 號火箭執⾏最多
兩次 Dragon 太空船任務，前往國際太空站（ISS）；該公司正在開發全球⾸座商
業太空站 Haven - 1，並預計於 2025 年發射，⽽本次與 SpaceX 的合作協議範
圍廣泛，除了包含前往 ISS 的任務外，還涵蓋了 Haven - 1 太空站的發射服務，
以及後續的載⼈任務。值得注意的是，Haven - 1 太空站將配備星鏈雷射基礎⾼
速網路，再次顯⽰了雙⽅在技術層⾯的深度整合。

　　最後則是總在發射台待命的星艦，本⽉ 9 ⽇在位於德州南部的星港發射台上
短暫點燃了其 33 台猛禽引擎，對第七次⾶⾏的超級重型第⼀級助推器進⾏了靜
態點火測試。儘管第七次測試⾶⾏的⽇期尚未公布，但由 NASA 寄給美國聯邦航
空管理局（FAA）的郵件中提及預計會於在 1 ⽉ 11 ⽇進⾏第七次發射。另外，新
任 NASA 署長賈⾥德·艾薩克曼（Jared Isaacman）經參議院同意後將接替 Bill
Nelson 領導 NASA，並將掌管約 248 億美元的預算，當中包含 Artemis 登⽉任
務等太空探索計畫。值得留意的是，Isaacman 曾擔任 Shift4 Payments 執⾏
長，SpaceX 則為該公司的客⼾，且 Isaacman 曾兩次參與 SpaceX 的商業太空
任務；⽽ 11 ⽉獲提名擔任 FCC 主席的 Brendan Carr 也和⾺斯克關係密切，曾
主張在農村地區補助 SpaceX 提供衛星網路服務星鏈，因此外界擔憂 Isaacman
上任、FCC 主席或將輪替之際，在政策制定、合約競標⽅⾯，官⽅決策將可能偏
袒 SpaceX。⽽長期以來希望在德州南部的海岸地區為公司建立⼀座新城市的⾺
斯克，⽬前將 SpaceX 員⼯的主要所在區域命名為「星港」（Starbase），並有
500位居⺠常住。近期星港附近的員⼯，已邁出成立城市的第⼀個重要步驟 - 連
署簽名，並正式提交由 SpaceX 安全經理 Gunnar Milburn 主責之請願書，以舉
⾏⼤選，若州政府批准包含第⼀任市長投票的這次選舉，星港將會誕⽣⺠主票選
之三位新任官員。

註：以上為 SpaceX 近期新聞之彚整，相關新聞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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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基礎系統⼯程（MBSE）之介紹與應⽤

國家太空中⼼ 火箭計畫室
黃振瑋 ⼯程師

　　對於航太產業⽽⾔，無論是衛星，火箭，抑或是⾶機，這些複雜的系統中都包含
了多個次系統與元件，涉及多個學科領域，還必須在可靠的前提下追求系統性能，這
時就需要透過系統⼯程的需求分析，將⾼層次的需求分解為細部的技術規範，並設計
系統架構和規劃操作流程，描繪出整體系統的結構與功能，同時管理風險，識別潛在
問題並制定緩解措施，最終使系統內部協調並滿⾜需求。另外，也必須規劃整合測試
與驗證，以確保系統整體功能，以及是否能在嚴苛環境（例如⾶⾏過程中的振動、太
空中的真空環境、⾼能粒⼦，或是⾃⾝動態負載等）下正常運⾏，滿⾜性能及安全要
求。對於這類⾼風險的複雜系統，結構化的系統⼯程⽅法可以提升整合效率與安全
性，確保其成功運作與應⽤，由此⾜⾒系統⼯程的重要性。

　　傳統上系統⼯程是以撰寫和管理⼤量⽂件為核⼼（Document-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DBSE），主要透過⽂字和表格，以及部分圖形的⽅式，記錄系統需
求、技術規範、設計⽅案、介⾯定義和驗證計畫等關鍵內容，以及在不同團隊間傳遞
資訊。這樣的做法在需求追溯和關聯性管理⽅⾯存在明顯的挑戰，由於⽂件之間缺少
實質與⾃動化的連結，相關項⽬之間（例如需求與架構、架構與測試規範）在建立或
變更時的關聯性只能通過⼈⼯檢查和維護。例如，若系統中某個元件的功率因故修
改，將直接影響電源和熱控的設計或測試計畫，進⼀步影響全系統的重量甚⾄尺⼨，
這些在 DBSE 中仰賴⼈⼯判斷，⼀層層地更新相關⽂件，⽽這種流程耗時，且容易
產⽣⼈為疏失，尤其是需求變更頻繁或規模龐⼤的系統，將更難完成關聯性或⼀致性
的檢查；儘管可以使⽤ DOORS（Dynamic Object-Oriented Requirements Syste
m, IBM 需求管理⼯具）之類的軟體⼯具來管理需求，以彌補 DBSE 在需求追溯性和
變更控管上的不⾜，但它的功能主要仍僅聚焦於需求本⾝的衍⽣、追蹤和管理，因此
需要專業且經驗豐富的系統⼯程師，透過反覆審查來減少錯誤，導致 DBSE 在應對
複雜系統需求時有較多限制，這也是基於模型的系統⼯程（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MBSE）逐漸被採⽤的原因之⼀。

　　MBSE 透過建立系統模型，將系統的需求、架構、操作流程、功能、性能規
格，以及失效模式等關鍵內容之間的關聯結合起來，儲存在統⼀的模型中，與 DBSE
相比，MBSE 的模型能較全⾯地藉由軟體⼯具快速進⾏邏輯檢查，並減少出錯機
會，還可以⽤於模擬，以檢查是否有遺漏情境，特別是操作流程或邊界條件下的⾏
為。⽽這些模型需要基於特定的語⾔、⽤特定的⽅法流程來建立：建立模型所使⽤的
語⾔為系統建模語⾔（Systems Modeling Language, SysML），如圖 1，它本⾝是
由統⼀建模語⾔（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延伸定義的，以圖像化的⽅
式從四個⾯向描述⼀個系統或元件，每個⾯向有幾種不同類型的圖，並以各式箭頭定
義了⽅塊圖當中⽅塊間的從屬關係、或是各種項⽬物件的傳遞。⾄於建模的⽅法論，
MagicGrid 是很典型的⼀種，如圖 2，它從需求開始，基於關係⼈的⽬標和約束，⽤
來規劃系統架構，定義操作流程和功能，量化性能規格，並分析失效模式，以識別風
險並設計緩解措施，接著導出次系統需求，確保設計能滿⾜整體系統⽬標。這種由上
⽽下分層的過程不僅建立了需求與次系統設計的可追溯關聯，還形成了完整的系統
觀，透過這個⽅法論，⼯程師可循序漸進地描述系統，檢驗設計的正確性與完備性，
最終確保系統實現所有需求，並能應對複雜的挑戰。然⽽即使利⽤ MBSE 的⽅法論
搭配像是 SysML 之類的適當語⾔來建立模型，若沒有使⽤相關軟體⼯具，仍無法充
分顯現出 MBSE 的效果，⽽只是使⽤ SysML 以及特定⽅法論來取代原本的系統⼯
程⽂件罷了，因為這些模型背後的關聯性並沒有真正被儲存，更新時仍須以⼈⼯⽅式
追蹤，因此完整的 MBSE 應是在適當的軟體⼯具環境中，以 MBSE 的⽅法論與語⾔
來建模。這時我們同樣回到系統中某個元件的功率需要修改的案例，在完整地實⾏
MBSE 並且在已建立好系統模型的情況下，透過軟體⼯具就可以追蹤、甚⾄提⽰這
個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其他次系統設計變更，以及全系統性能變化的影響範圍，
重新設計與評估時就更不容易有缺漏。

資料來源：Object Management Group

圖1. 系統建模語⾔的四個⾯向（由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制定）

資料來源：No Magic

圖2. 系統建模⽅法論 MagicGrid（由 No Magic 公司提出適⽤於複雜系統的建模流程，該公司現已被 Dassault
Systèmes 收購）

　　使⽤ MBSE ⽅法論時，因為整個模型都是從最根本的需求延伸⽽得，所以在⼀
邊構思、⼀邊擴展模型的過程中，就可以試著規劃各種不同的解決⽅案，也就更有機
會提⾼系統效率。試想規劃⼀套節能空調系統，若直接訂定需求選⽤節能的冷暖氣
機，那麼設計時就只會選⽤不同廠牌型號的冷暖氣機；然⽽，依循⽅法論建模的過程
中，可能會想到以鄰近的⾃然⽔體來調節溫度，於是能源效率就被提升到另⼀個層
次，但同時，系統會增加進⽔⼝與出⽔⼝等介⾯，因此也需要額外的分析，這時使⽤
MBSE 的好處，就是可以建立各種解決⽅案的模型，並進⾏分析以確保根本需求被
滿⾜，假如任⼀解決⽅案出現意料之外的問題，均可隨時更新模型並重新評估，並可
以更迅速地切換⽅案。

　　在現代應⽤ MBSE 的⼀個實際案例是 NASA 的 Artemis 計畫，由於該計畫龐⼤
且包含眾多系統和次系統，因此透過 MBSE 數位化建模統⼀管理需求、架構和設
計，能確保所有技術需求被滿⾜並避免遺漏。NASA 與 SpaceX 和 Blue Origin 都簽
訂了到⽉球的重型貨物運送合約，這些合約所使⽤的運輸系統必須與由多間公司協⼒
製造的 Space Launch System 配合，⽽ NASA 則透過 MBSE 模擬 Gateway 的操
作場景，確保各系統能整合運作並滿⾜任務需求。當有需求變更或某次系統的⽅案不
可⾏時，MBSE 可提供靈活的分析和解決能⼒，使 NASA 能快速調整模型並將整體
架構切換⾄其他可⾏選項，⽽不影響整體需求完整性，減少因設計錯誤⽽導致的風
險，這些都將⼤幅提升計畫的效率與成功率，使 MBSE 成為管理 Artemis 這類⼤規
模系統的關鍵⽅法。

資料來源：NASA

圖3. NASA 與 SpaceX 簽訂合約，並規劃應⽤於 Artemis III 任務上

資料來源：NASA

圖4. NASA 與 Blue Origin 簽訂合約，並規劃應⽤於 Artemis V 任務上

　　MBSE 雖然具有許多優勢，但有時候 MBSE 的應⽤也可能帶來些許化簡為繁的
問題。由於 MBSE 強調以⼀套完整且結構化的邏輯來建構系統模型，這需要投入⼤
量的時間和資源來學習⼯具、建立和維護模型，對於⼀些已經採⽤ DBSE 完成且⽂
件完善的系統，如果沒有新的需求或變更，轉換為 MBSE 不僅收益有限，還可能增
加不必要的⼯作量。此外，當系統本⾝規模較⼩、結構簡單，且其需求、功能及設計
容易理解與追蹤時，DBSE 通常能更直觀地完成這些任務，以避免引入 MBSE 的學
習曲線和⼈⼒與⼯具成本。由於多數⼯程師未必熟悉模型所使⽤的語⾔，這容易使系
統⼯程師在與其他⼯程師溝通時遇到問題，因此將系統模型匯出或撰寫成⽂件仍是⼗
分重要且有幫助的；同時，MBSE 的⼀個隱含挑戰是模型的廣度和深度完全仰賴⼯
程師的經驗和能⼒，假如建模不夠全⾯或過於複雜，可能會使模型變得難以管理，甚
⾄模糊關鍵問題，因此 MBSE 並非適⽤於所有情境，在選擇 MBSE 或 DBSE 時，
應根據系統的規模、複雜度、項⽬需求，以及資源條件進⾏權衡，以確保⽅法論的應
⽤能帶來真正的效益。

　　對於複雜於且龐⼤的系統，或是風險較⾼、需求經常改變的任務，都適合使⽤
MBSE，以確保系統內部所有關鍵內容之間的關聯建立與追蹤，同時亦能保有較⾼的
設計彈性。MBSE 並不是靈丹妙藥，它的模型無法憑空產⽣，需要⼯程師逐步⾃⾏
建立，且⾃⾝邏輯必須清晰，建模時該有的深度與廣度也沒有標準答案，模型該包含
哪些項⽬則是根據需求⽽訂定；在選擇系統⼯程⽅法應該選 DBSE 或 MBSE，⼜或
者應該使⽤什麼軟體與⽅法論來實現 MBSE 時，就如同系統⼯程本⾝⼀樣，從其需
求與情況出發，尋找最合適的⽅案，才能發揮出所選定⽅案的最⼤成效。

參考資料：
1. https://mbseconsultants.com/exploring-the-role-of-mbse-in-nasas-artemis-lunar-exploration

-program/

2. Shira Nadile, “Next-Gen Engineering: 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at NASA,” APPEL KS

Quick Webinar, 2024.

3. Edith L. Parrott, “A PPE Use Case on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MBSE,” IEEE Ae

rospace Conference, 2023.

台灣太空國際年會隆重登場
集專業與技術⿑聚⼀堂

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
整理報導

　　台灣最⼤太空盛會「台灣太空國際年會（Taiwan International Assembly of
Spac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ASTI）」繼去年成功舉辦，今年梅開
⼆度並移師⾼雄，再次掀起話題，帶動了⼀波南台灣的太空熱潮。

　　TASTI 2024於今年 11 ⽉ 30 ⽇⾄ 12 ⽉ 4 ⽇，由國家太空中⼼（TASA）邀請
國際太空聯盟（IAF）、⾼雄市政府、⼯業技術研究院（ITRI）、台灣太空產業發展
協會（TSIDA）、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財團法⼈資訊⼯業策進會
等重要產官學研界組織共同舉辦。結合「國際衛星星系與編隊⾶⾏研討會
（IWSCFF）」、 「國際太空探索研討會（iCASE）」、由台灣太空聯盟（TSU）號
召辦理的「衛星科學⼯作坊（SSW）」，以及台灣立⽅衛星國際任務創意⼤賽
（TIMICC），同場更有國際光電⼯程學會（SPIE）主辦的「亞太遙測國際研討會
（APRS）」，眾星雲集。為期五⽇的活動包含台灣共計有來⾃ 11 國、72 位專家學
者前來分享專業⾒聞，發表 291 篇論⽂，並且連同太空產業博覽會（TASTI
EXPO），由 58 家太空企業與組織、3 個國家城市形象館⿑聚，共 92 個展位，整
場盛會總計吸引 3,000 ⼈次與會。年會期間有 5 國太空機構參與太空事務論壇，國
家太空中⼼也分別與波蘭太空總署（POLSA）、巴拉圭國家太空總署（AEP），以
及法國國家太空研究中⼼（CNES）簽署合作⽂件，包含合作備忘錄（MoU）與執⾏
協議（Implementing Arrangement, IA），為台灣開展太空領域的多項國際合作。

資料來源：國家太空中⼼（TASA）

圖5. TASTI 2024 開幕貴賓合照

TASTI 盛⼤開幕　吳誠⽂：台灣決⼼發展太空產業

　　TASTI 2024 今年在⾼雄展覽館盛⼤登場，並於 12 ⽉ 2 ⽇上午舉⾏開幕式，國
科會主委吳誠⽂蒞臨致詞時表⽰，賴清德總統宣⽰探索太空、擁抱海洋，這些⽬標都
需要衛星科技協助，台灣有決⼼發展太空產業，透過年會與國際交流，期待讓台灣半
導體、電機電⼦產業進入國際產業鏈。開幕式現場湧入超過五百⼈，座無虛席，來⾃
⽇本 JAXA 的知名前太空⼈若⽥光⼀也在開幕式擔綱專題演說⼈，吸引許多專業⼈
⼠、學⼦，以及太空迷到場共襄盛舉。

　　⾝兼 TASA 董事長的吳誠⽂主委在開幕致詞時表⽰，太空不僅是科學研究的重
要領域，更已成為全球產業的核⼼動⼒之⼀，賴清德總統⽇前提出了五⼤信賴產業，
標誌出衛星通訊的重要性，這不僅象徵太空科技在國家發展藍圖中的關鍵地位，也顯
⽰政府對於推動太空發展的決⼼；台灣有非常強的半導體與電⼦科技，也很樂意成為
國際衛星產業的合作夥伴，貢獻包含 ICT 硬體設計、地⾯站設計製造，以及終端⼿
機設備等專業產業能⼒。TASA 主任吳宗信致詞時則表⽰，感謝總統府、⾏政院、國
科會⽀持太空領域發展，才促成今⽇台灣最⼤太空盛會。今年 TASTI 論壇與研討會
的主題豐富多元，以近年討論度最⾼的衛星通訊為主軸，涵蓋太空事務、太空科技、
太空產業、太空永續發展等層⾯，讓台灣太空能與國際同步。⽽開幕式後緊接著由⽇
本前太空⼈若⽥光⼀進⾏專題演說，曾 5 度上太空的他細數每趟太空任務，也分享
了在太空的⽣活樣態，演講後，索取簽名與合照的與會者⼤排長龍，太空⼈魅⼒可⾒
⼀斑。

資料來源：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

圖6. 國家太空中⼼主任吳宗信於開幕致詞

衛星通訊產業論壇　凝聚國際產業能量

　　承去年之成功經驗，本次 TASTI 也由 TLEOSIA 協助規劃亮點內容，包括四場
衛星通訊論壇，以及開幕當天的歡迎晚宴。⾸先是 TELESAT 為⼤家帶來對於低軌衛
星群的精闢⾒解，展⽰了 TELESAT Lightspeed 如何以 LEO 星系實現快速、低延
遲的全球連接；再來是 CesiumAstro 介紹其「再配置相控陣列技術」如何提升多軌
道、多星系的連接能⼒，分享了該公司對低軌衛星的多樣化連接與未來通訊的看法；
⽽ Airbus 則是分享其在太空設備市場的產品組合，以及其應對未來需求的策略，給
出了從傳統太空到新太空轉型的綜合建議。次⽇則是由 Amazon Kuiper 接棒，探討
如何透過其 LEO 衛星規劃實現安全、快速、可靠的全球寬頻服務；由 MDA Space
介紹該公司的 AURORA™ 系統如何提供⾼靈活性和即時配置能⼒，為數位有效載荷
技術的突破與應⽤助⼒；Stanford University 代表前來談論導航衛星的未來趨勢，
並提及導航衛星在縮⼩規模、降低成本，以及提升性能⽅⾯均為未來之發展⽅向；
BMW Group Korea 則對汽⾞和運輸業的衛星連接需求發表看法，探討國際間衛星網
路在⾞聯網（C-V2X）中的應⽤與挑戰；最後則是 Northrop Grumman 對未來衛星
應⽤與 AIoT 發展繪出藍圖，介紹了該公司在其相關領域的創新解決⽅案。

資料來源：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

圖7. TELESAT 介紹其 Lightspeed 低軌衛星星系佈建規劃

　　除了國際企業與學者的單⽅⾯分享，論壇中也安排了 Panel 討論的形式，分別
針對衛星通訊的技術創新與挑戰、衛星地⾯設備的發展趨勢與技術突破、通過衛星網
路實現下世代 AIoT 解決⽅案，以及從海陸空來看衛星應⽤服務創新的四個⾯向，在
對談中給予與會者更多的火花。在Panel討論中，業界專家圍繞 LEO 的挑戰、GEO
／LEO 的優勢對比、光學鏈路技術、動態波束技術，以及 AI 輔助網路管理展開了深
入交流，也得出軟體定義網路（SDN）和 AI 是優化 LEO 運營的重要⼯具之結論，
⽽模組化設計和供應鏈協同則有助於降低成本並實現快速市場迭代，特別是最後⼀場
Panel 討論則凸顯了 LEO 星系的戰略重要性及其未來潛⼒，透過光學鏈路、SDN、
AIoT 等技術的引入，全球連接不再受限於地⾯網絡，⾯對⾼資本需求與運營複雜
性，業界也普遍認為，開放架構、供應鏈協同和⼩批量定制是實現成本控制與市場擴
張的關鍵；未來 LEO 與 5G／6G 的融合、智能網絡管理，以及多軌道並⾏運營，將
重塑全球衛星通訊產業的格局。

火箭、太空⼈⿑出爐　互動式晚宴為合作加溫

　　⽽在專業中帶點嚴肅的論壇過後，由攸泰科技獨家冠名贊助的 TASTI 歡迎晚
宴，為與會貴賓提供了輕鬆⼜不失莊重的交流場合，活動式的雞尾酒晚宴延續了論壇
能量，國內外嘉賓能在會場⾃由走動，邀約業界好友⼀同品嚐美食。

資料來源：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

圖8. TASTI 2024 歡迎晚宴合影

　　另外，為進⼀步注入論壇之能量，場內特別安排了具台灣風情的酥脆雞蛋糕攤位
進駐，以火箭和太空⼈造形的雞蛋糕為主、⾼雄特⾊地標雞蛋糕為輔，結合太空主
軸，向國際賓客⼀邊介紹台灣道地美食、⼀邊也能聊聊⾼雄⼈⽂特⾊，是結合台灣⽂
化與太空產業的⼀⼤亮點，亦為最受歡迎之特⾊攤位。

資料來源：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TLEOSIA）

圖9. TASTI 2024 歡迎晚宴之太空造型雞蛋糕

TASTI 規模創新⾼　為太空⼯程與科學界之⼀站式整合平台

　　⼀連五⽇在⾼雄展覽館舉⾏的 TASTI 2024 於 12 ⽉ 4 ⽇閉幕，廣納包含國際研
討會、產業論壇、新創論壇、學術論⽂展⽰及立⽅衛星競賽、太空微課程等，盛況空
前。國科會副主委林法正於閉幕致詞時表⽰，今年邀請到來⾃國內外產官學研界代
表，分別就太空科技、太空產業、太空事務等主題進⾏研討，讓國內的從業⼈員掌握
國際趨勢，同時讓國際太空夥伴廣泛瞭解台灣太空相關產業的⾯貌；全球已進入低軌
通訊衛星時代，台灣應該以半導體與電⼦元件的技術優勢為基礎，積極參與國際合
作，以多軌多星系架構發展衛星通訊，政府亦將⿎勵產業界優先投入海洋、航空、防
災等⾼價值之關鍵設施衛星服務需求。

　　TASA 主任吳宗信也表⽰，對宇宙的探索，不只是為了服務⼈類，更是為了開拓
⼈類的視野。今年 TASTI 以討論度最⾼的「低軌通訊衛星」為主題，分別針對星系
布建、衛星間通訊、衛星到地⾯的通訊與終端設備及應⽤，都有詳盡的討論；除了產
業界的交流，TASA 也籌辦太空教育⼯作坊、學⽣論⽂競賽等，讓學界更輕易與產
業、政策接軌，使 TASTI 真正成為太空⼯程與科學界的⼀站式整合平台。

Rocket Lab 在 2024 年共完成了 16 次任務，打破了 2023 年創下的 10 次年度發射記錄，同比增長
60％。（圖片來源：Rocket Lab）

Rocket Lab

　　Rocket Lab 於本⽉宣布為該公司美國國防部測試最新⾼超⾳速發射技術，
並已於上個⽉成功執⾏了⼀項次軌道任務，此項任務⽀持「多軍種先進能⼒⾼超
⾳速測試平台」（Multi - Service Advanced Capability Hypersonics Test Bed,
MACH - TB）專案，該專案旨在增加美國⾼超⾳速⾶⾏測試次數，以促進技術成
熟，並由海軍⽔⾯作戰中⼼克蘭分部（Naval Surface Warfare Center Crane）
通過「戰略與頻譜任務先進韌性可信系統」（Strategic and Spectrum Missions
Advanced Resilient Trusted Systems, S2MARTS）之其他交易授權（OTA）機
制，代表美國國防部測試資源管理中⼼（TRMC）授予。Rocket Lab 表⽰，此次
專為⾼超⾳速技術測試進⾏優化，能承載⼤幅增加的有效載荷量，承包了設計、
製造、組裝等⼯作，並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標。

　　另⼀⽅⾯，Rocket Lab 也成功將 Varda Space Industries 的第⼆艘太空船
交付⾄范登堡太空軍基地，並完成了第三艘的⽣產與測試，Varda 是全球⾸家軌
道藥物製造與⾼超⾳速地球再入物流公司，此前已與 Rocket Lab 訂購四艘 Pion
eer 太空船，Pioneer 將搭載 Varda 120 公⽄的再入膠囊，為其提供電⼒、通
訊、推進和姿態控制等核⼼系統，並負責將膠囊精確定位到再入軌道，以便在太
空中完成地球上難以實現的微重⼒條件操作，同時確保膠囊安全返回地球。早在
2023 年 Rocket Lab 為 Varda 開發的⾸艘 Pioneer 太空船即成功完成了八個⽉
的在軌任務，促成了 Varda 膠囊內 HIV／AIDS 治療藥物利托那⾱（ritonavir）
晶體的成功⽣長，⽽該膠囊於 2024 年 2 ⽉成功脫軌，降落在美國猶他州沙漠。
Varda 的第⼆次任務預計於 2025 年第⼀季度發射，Rocket Lab 將再次協助其
執⾏太空操作與再入定位操作，但此次將在澳洲上空脫軌，並將膠囊降落在南澳
庫尼巴測試場（Koonibba Test Range）。Pioneer 太空船均在加州長灘實驗室
進⾏設計、⽣產、綜合製造，並完成測試；此次在完成第⼆艘太空船後不到兩個
⽉即完成第三艘的⽣產與測試，⾜⾒ Rocket Lab 優化了該公司的⽣產時間表，
並獲得了 Varda 執⾏長威爾·布魯伊（Will Bruey）的信⼼喊話：「這次任務是實
現⾼頻率再入的⼜⼀步，不久後，再入將如火箭發射⼀般常⾒。」

　　最後，回到 Rocket Lab 的本業 - 火箭發射，雖稍有延遲，不過「Owl The
Way Up」任務最終仍順利於 12 ⽉ 22 ⽇凌晨從紐⻄蘭⾺希亞發射場 1 號綜合設
施升空，利⽤ Electron 火箭將⽇本地球觀測星座運營商 Synspective 的⼀顆 Str
iX 衛星送入軌道；繼八⽉的第五次 Electron 發射任務，這是 Synspective 預訂
的 16 次中第六次任務，⽽ Rocket Lab 也是該衛星星座迄今為⽌唯⼀的發射服
務提供商，本次任務是 Rocket Lab 於 2024 年最後⼀次發射，下⼀次 Electron
火箭發射預計將於 2025 年第⼀季度進⾏。綜觀 2024 年，Rocket Lab 為 NAS
A、NRO 執⾏任務，也為像 Synspective 這樣的商業星座運營商部署了多次任
務，不僅進⾏了推進⾼超⾳速⾶⾏測試能⼒的亞軌道 HASTE 任務，更創下了世
界⾸次在不到 24 ⼩時內從兩個半球發射兩次任務的壯舉。今年的 Rocket Lab
共完成了 16 次任務，打破了 2023 年創下的 10 次年度發射記錄，年度發射量同
比增長 60％，更是以所有發射中均保持了 100％的任務成功率圓滿收官，後勢發
展令⼈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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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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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satel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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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sonic-launch/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delivers-second-spacecraft-completes-t

hird-for-varda-space-industries/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successfully-deploys-satellite-for-synspe

ctive-caps-off-year-with-60-increase-in-launches-yoy/

file:///Users/stellasun/Library/CloudStorage/Dropbox/My%20future/%E7%A0%94%E7%A9%B6%E7%9B%B8%E9%97%9C/%E4%B8%83%E5%B9%B4%E7%B4%9A/ITRI/%5B202412%5D%20%E9%9B%BB%E5%AD%90%E5%A0%B1%E5%A4%A7%E7%A6%AE%E5%8C%85/index.html#title_04
file:///Users/stellasun/Library/CloudStorage/Dropbox/My%20future/%E7%A0%94%E7%A9%B6%E7%9B%B8%E9%97%9C/%E4%B8%83%E5%B9%B4%E7%B4%9A/ITRI/%5B202412%5D%20%E9%9B%BB%E5%AD%90%E5%A0%B1%E5%A4%A7%E7%A6%AE%E5%8C%85/index.html#
https://www.technice.com.tw/technology/space/153303/
https://www.storm.mg/article/5287364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416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223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234
https://www.space.com/space-exploration/launches-spacecraft/spacex-test-fires-super-heavy-booster-for-7th-starship-launch-video-photos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20091-spacex-starlink-mobile-network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184
https://www.vastspace.com/updates/vast-announces-deal-with-spacex-to-launch-two-human-spaceflight-missions-to-the-international-space-station
https://www.cool3c.com/article/231182
https://technews.tw/2024/12/19/elon-musk-says-starlink-inactive-in-india-after-second-device-seized/
https://news.pchome.com.tw/science/technice/20241226/index-73519546403296338005.html
https://uanalyze.com.tw/articles/224039209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id=0000709030_ROHLQREE404Q7BL4A8N9U/
https://technews.tw/2024/12/02/experts-launch-global-shared-space-management-system/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884073
https://aerospaceglobalnews.com/news/airbus-to-cut-more-than-2000-jobs-amid-restructuring-of-space-unit/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8404573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355
https://technews.tw/2024/12/06/artemis-moon-mission-orion-capsule/
https://udn.com/news/story/6812/8411900
https://www.satellitetoday.com/imagery-and-sensing/2024/12/09/constellr-wins-new-german-space-agency-eo-deal/
https://www.satellitetoday.com/connectivity/2024/12/09/ast-spacemobile-signs-commercial-agreement-with-vodafone-through-2034/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8281073
https://www.satellitetoday.com/government-military/2024/12/09/ses-to-provide-managed-multi-orbit-satcom-service-to-useucom/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681218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531
https://technews.tw/2024/12/11/asahi-shuzo-space-sake/
https://technews.tw/2024/12/11/blue-origin-new-glenn-rocket-ng-1-payload-blue-ring-pathfinder/
https://wccftech.com/google-ceo-wants-to-use-spacex-starship-for-space-based-quantum-computing/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9316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708837
https://technews.tw/2024/12/12/ingenuity-mars-helicopter-2/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682202
https://technews.tw/2024/12/16/how-efficient-are-solar-panels-in-december-2024/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2/15/japan/science-health/space-one-rocket-launch-delayed-again/
https://infosecu.technews.tw/2024/12/16/12th-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conference/
https://www.satellitetoday.com/government-military/2024/12/16/ses-and-eutelsat-detail-fleet-investments-with-iris%C2%B2-contract-signing/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BEWR702
https://mbseconsultants.com/exploring-the-role-of-mbse-in-nasas-artemis-lunar-exploration-program/
file:///Users/stellasun/Library/CloudStorage/Dropbox/My%20future/%E7%A0%94%E7%A9%B6%E7%9B%B8%E9%97%9C/%E4%B8%83%E5%B9%B4%E7%B4%9A/ITRI/%5B202412%5D%20%E9%9B%BB%E5%AD%90%E5%A0%B1%E5%A4%A7%E7%A6%AE%E5%8C%85/index.html
file:///Users/stellasun/Library/CloudStorage/Dropbox/My%20future/%E7%A0%94%E7%A9%B6%E7%9B%B8%E9%97%9C/%E4%B8%83%E5%B9%B4%E7%B4%9A/ITRI/%5B202412%5D%20%E9%9B%BB%E5%AD%90%E5%A0%B1%E5%A4%A7%E7%A6%AE%E5%8C%85/index.html
file:///Users/stellasun/Library/CloudStorage/Dropbox/My%20future/%E7%A0%94%E7%A9%B6%E7%9B%B8%E9%97%9C/%E4%B8%83%E5%B9%B4%E7%B4%9A/ITRI/%5B202412%5D%20%E9%9B%BB%E5%AD%90%E5%A0%B1%E5%A4%A7%E7%A6%AE%E5%8C%85/index.html#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sets-launch-window-to-deploy-synspective-satellites/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mission-success-for-rocket-labs-latest-suborbital-hypersonic-launch/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delivers-second-spacecraft-completes-third-for-varda-space-industries/
https://www.rocketlabusa.com/updates/rocket-lab-successfully-deploys-satellite-for-synspective-caps-off-year-with-60-increase-in-launches-yoy/


以光制動！雷射衛星技術成為解決太空垃圾的關鍵武器

泰國成為⾸個同時簽署《阿提米斯協議》和中國⽉球科研站合作協議的國家

受困國際太空站兩太空⼈　NASA：返航任務延⾄ 3 ⽉

⽇本火箭任務失敗　台灣立⽅衛星「⼭雀」未能升空

數發部：亞⾺遜 Kuiper 邀約　開會洽談低軌衛星合作

顛覆衛星硬體市場！太空新創 K2 Space 啟動超⼤衛星任務

「⽉球塵埃」成太空探險隱形殺⼿　NASA 制定減緩策略

由 AI 設計的新型火箭氣尖引擎　成功通過⾸次熱火測試

參議院 NASA 相關法案側重於商業空間站、科學任務超⽀

波蘭與台灣簽署太空合作 MOU　深化技術與國防合作

ULA 希望將 Vulcan Centaur 火箭升級為太空攔截器　防禦敵⽅衛星

⽇準天頂 6 號衛星明年 3 ⽉升空　⽬標⼿機定位精度提升⾄ 1 公尺

NASA 帕克探測器⾶掠太陽寫歷史

AIoT 與衛星深度整合　通訊及導航應⽤翻新篇章

衛星⽤環保⽔引擎　⽇本 2025 將投入量產

登⽉計畫、新火箭與望遠鏡發射　2025 年登場的太空任務

財劃法修法　國科會：約 200 億元科研、AI 預算遭影響

低軌衛星產業 3 重挑戰　發射、成本和頻譜管理

低軌衛星地⾯設備產值衝⾼　經部兩策略協助台廠布局全球

印度成功發射⾸個太空對接任務　成為全球第四掌握此技術的國家

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聯絡⼈：孫亞婷；電話：03-5918778；Email：sun11201120@itri.org.tw
台灣太空產業發展協會聯絡⼈：雷敏；電話：03-5784208 #8955；Email：kelly.lei@ta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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