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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第七次星艦發射以 S33 計畫外解體告終。（圖片來源：SpaceX）

　　隨著太空產業新秀急起直追，欲擴⼤領先的 SpaceX 於 2025 年開局顯得特
別倉促，⾸先便是年初洛杉磯野火的考驗，執⾏長⾺斯克調派旗下公司特斯拉的
最新⾞款 Cybertruck 前往受災地區，同時向加州近期預定交⾞的 Cybertruck 準
⾞主致歉，表⽰公司需要⽤這批 Cybertruck 當成⾏動基地台，⾞上將配備星鏈
衛星網路終端前往災區⽀援救援⼯作，以協助災區居⺠恢復當地通訊功能，進⽽
穩定⽇常⽣活。

　　國際業務⽅⾯，星鏈也在各國展開多⾓化部署：義⼤利政府與 SpaceX 欲簽
訂⼀項為期五年、價值 16 億美元的安全通訊服務協議，以引進星鏈系統給軍隊
和外交單位使⽤；該協議已獲得義⼤利情報部⾨和國防部的批准，但最終協議尚
未達成。總部位於杜拜的跨國電信商 Veon 也於近期表⽰正與星鏈進⾏業務洽
談，希望藉由進入基地台訊號涵蓋率不⾼的開發中國家市場，從電信服務開始慢
慢跨⾜⾦融與娛樂服務，⽬前Veon有意將這項通訊服務，拓展巴基斯坦、孟加
拉、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其他海外市場。澳洲電信（Telstra）宣布繼與星鏈合作
提供低軌衛星家庭和⼩型企業網路服務後，將再利⽤星鏈衛星為澳洲客⼾推出衛
星直連裝置（D2D）⽂字簡訊服務，希望能為澳洲全境提供更完整的網路涵蓋。
南韓則是最快將於 2025 年 3 ⽉開通星鏈服務；據悉，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訊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將在頻率使⽤規範中要求星鏈保護南韓衛星，
並與其他業者協調頻率使⽤，以及保護地表電波等，且有鑒於星鏈的優勢是「無
通訊死⾓」，之後有望鎖定南韓的船舶、航空市場，南韓通訊業者則將負責銷售
星鏈服務給海運、航空公司，並預計會鎖定廉價航空為主要銷售對象。⽽星鏈在
亞洲的另⼀個業務亮點則是近期於新加坡⼤舉徵才，特別是資產管理⼈員，因需
要確保財務⽅⾯能夠跟得上星鏈的業務擴張，以⽀持星鏈搶攻亞洲、中東及⼤洋
洲市場。

　　⾄於美國本⼟業務的⼀⼤進步，則是與美國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
s）合作，預計今年 2 ⽉開始測試星鏈提供的機上網路服務，將於春天率先在巴
⻄航空⼯業公司 175 型（Embraer E - 175）的商業航班提供連線，並規劃在 20
25 年底前為其所有雙艙區域機隊配備這項服務，後續將擴及所有班機。另⼀⽅
⾯，蘋果也正與 SpaceX 和 T - Mobile US 進⾏談判，預計將星鏈衛星網路整合
到 iPhone 中，並在 1 ⽉ 27 ⽇發布的 iOS 18.3 更新中「低調」加入了對星鏈的
⽀援，更進⼀步表⽰⽬前的星鏈技術⽀援圖像、⾳樂和播客，未來的升級也將增
加影片⽀援。⽬前星鏈的主⼒衛星「V2 Mini」已經是非常先進的衛星，每⼀枚都
具備 96 Gbps 的總傳輸頻寬、雷射通訊，且部份衛星還搭載了與地表⼿機直接連
線的能⼒，然⽽受限於獵鷹九號火箭的載重及整流罩空間，V2 Mini 衛星其實在
很多⽅⾯都進⾏了取捨，並未能達到當前技術的極限。SpaceX 期待星艦能投入
使⽤後，在⼤幅增加運載⼒的同時，也能進⼀步降低發射成本，讓更⼤、更重的
V3 衛星能投入使⽤，每⼀枚 V3 衛星都將具有 1 Tbps 的下⾏及 160 Gbps 的上
⾏頻寬，再加上衛星間還有 4 Tbps 的通訊頻寬，讓⼤量的數據可以快速在衛星
網路間傳送，每⼀枚 V3 衛星總頻寬都能抵得過 20 枚 V2 Mini 衛星，這讓星鏈
也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發射數來維持其衛星網路的運轉。

　　然⽽，今年星艦的⾸度試射相比過往佳績卻稱不上成功；當地時間 1 ⽉ 16
⽇傍晚，星艦第七次試⾶任務於德克薩斯州升空，此次試⾶任務亦為第⼆代星艦
（S33）的第⼀次試⾶。本次任務⽬標為運載 10 顆⼤⼩、重量都與 V2 衛星相仿
的模擬器，以測試載重、次軌道⾶⾏能⼒，再重返地球並降落於印度洋上；星艦
部分也將測試機體回收系統，包括在機體上添加非結構性回收配件以測試其熱能
防護成效、移除部分防護瓷磚以測試耐久與耐熱性，並驗證替代防護材料的效果
等，但在任務開始後不到八分半鐘，SpaceX 與星艦失去了聯繫，雖然成功將第
⼀級火箭推進器（B14）捕回發射台，卻損失了星艦主體，原因是引擎熄火⽽失
去聯繫，這是⾃2023年11⽉以來，星艦最短的⼀次測試⾶⾏。SpaceX 表⽰，失
敗的原因和星艦與推進器未成功分離有關，火箭在升空過程中按預期點燃了 33
個引擎，但未達到⽬標⾼度，因此最終被遠端控制系統引爆，在加勒比海上空爆
炸解體，以防⽌可能的地⾯危險，任務雖不盡成功，但仍提供了寶貴的數據，美
國聯邦航空總署（FAA）也再度下令停⾶展開事故調查。

　　值得⾼興的是，SpaceX 的其他發射任務仍如常運轉中，台灣⾃製的 3U 立
⽅衛星⼭雀（PARUS）T1 搭載通訊實驗酬載，於台灣時間 15 ⽇清晨搭乘 Space
X 火箭 Transporter - 12 航班，⾃美⻄范登堡空軍基地升空，並與國家太空中⼼
（TASA）地⾯站通聯成功，若衛星姿態穩定，可進⼀步進⾏通訊實驗與船舶交通
⾃動辨識系統測試，衛星任務壽命為 12 個⽉。除了台灣的衛星，SpaceX 也成功
以獵鷹九號火箭發射由 Airbus Defence & Space 和 Thales Alenia Space 設計
與製造，並採⽤ Airbus Eurostar Neo 平台打造的 SpainSat NG I 軍事通訊衛
星，其姊妹衛星 SpainSat NG II 預計將於今年秋季發射，這兩顆衛星的部署將進
⼀步提升歐洲及北約的安全通訊能⼒。⽽同樣搭乘獵鷹九號火箭升空的重點乘客
還有美國 Firefly Aerospace 的藍⾊幽靈⼀號⽉球著陸器（Blue Ghost）與⽇本 i
space 的商業⽉球探測器 Resilience，於⽉中搭乘同⼀班次從佛羅⾥達⽢迺迪太
空中⼼發射升空。Blue Ghost 的速度較快，預計在 3 ⽉ 2 ⽇抵達⽉球，是 Firef
ly Aerospace ⾸次參與⽉球探測任務，也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球商業載
運服務（CLPS）計畫的第三次登⽉；⽽ Resilience 則為 ispace 第⼆次嘗試登
⽉，並啟動以⽇⽂「⽉兔」為名的「Hakuto - R Mission 2」⽉球探測任務，預
計將在 5 ⽉⾄ 6 ⽉時登陸⽉球表⾯。

註：以上為 SpaceX 近期新聞之彚整，相關新聞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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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低軌衛星產業趨勢與機遇
衛星直連設備正值發展關鍵時期

⼯研院產服中⼼ 綠⾊數位經濟組室
林料在 管理師

　　太空產業是新世代科技發展的核⼼領域，更是國際間競逐科技實⼒的關鍵指標，
低軌衛星的快速發展突破了地形屏障對傳統通訊的限制，實現更穩定且即時的資訊傳
輸，全⾯⾰新全球通訊模式。同時，低軌衛星技術作為新興應⽤的基⽯，正加速推動
各產業的數位化轉型與技術創新。

　　⾃ 2022 年 1 ⽉ 20 ⽇《太空發展法》上路，台灣正式邁入太空科技的新紀元，
透過政策⽀持與產業布局，積極參與國際衛星產業供應鏈。低軌衛星的廣泛應⽤，不
僅擴⼤全球通訊規模，更在軍事防衛、科學研究和商業通訊中展現不可或缺的價值。
根據美國衛星產業協會（Satellite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報告，截⾄ 2022 年
底，全球共有約 9,691 顆衛星在軌運⾏，年成長 32％，持續推動全球通訊產業的快
速成長，尤其 SpaceX 的星鏈計畫與 Amazon Kuiper 等國際衛星運營商正加速擴充
衛星通訊的規模。近期，加州野火肆虐期間，導致洛杉磯地區⼤規模停電和通訊中
斷，為協助災區居⺠，SpaceX 執⾏長⾺斯克調派多輛配備星鏈衛星網路終端的特斯
拉 Cybertruck 前往受災地區，提供免費 Wi-Fi 和緊急供電服務，充分展⽰了低軌衛
星技術在緊急救災中的應⽤價值；⽽ Amazon 已成功發射兩顆 Kuiper 原型衛星「K
uiperSat - 1」和「KuiperSat - 2」，並完成寬頻服務驗證測試，包括雙向視訊通話
和 4K 串流應⽤，並規劃於未來兩年內在英國提供衛星寬頻服務。另⼀⽅⾯，SIA 報
告數據指出，2023 年全球太空經濟達 4,000 億美元，對比 2022 年之規模 3,840
億美元，年成長 4.2％；其中，全球衛星產業產展⾃ 2020 年起已連四年增長，近⼗
年間衛星產業的產值成長率為 16％，太空衛星產業正逐步擴張中。

資料來源：SIA

圖1. 近年全球衛星產業產值趨勢

國際低軌衛星產業發展現況概述

　　美國在低軌衛星產業中⼀直處於領先地位，其市場主要由私營企業主導，展現出
⾼度的創新能⼒和規模優勢。尤其是 SpaceX 的星鏈計畫和 Amazon 的 Project Kui
per，是美國低軌衛星市場的兩⼤核⼼⼒量，這些企業致⼒於部署⼤規模衛星星系，
為全球⽤⼾提供⾼速物聯網服務。星鏈計畫預計於 2025 年完成階段性的衛星部署，
星系規模超過 12,000 顆，實現全球覆蓋，該計畫的主要應⽤包括偏遠地區的物聯網
接入、軍事通訊，以及應急服務，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提供了技術和市場優勢。Ama
zon 的 Project Kuiper 預計在 2025 年啟動⾸批衛星發射，將部署超過 3,000 顆衛
星，其服務⽬標是以更具競爭⼒的價格提供⾼速物聯網服務覆蓋市場，進⼀步加劇低
軌衛星市場的競爭。

　　加拿⼤的太空衛星產業則是以 Telesat 為龍頭，作為加拿⼤主要的低軌衛星運營
商，Telesat 正積極推進其 Telesat Lightspeed 計畫。該計畫規劃部署 198 顆先進
的低軌衛星，旨在為全球提供類光纖的⾼速連接服務，特別關注企業級客⼾的需求，
如⾦融機構、物流運營商和能源公司，並預計於 2027 年底開始提供商業服務。

　　歐洲衛星產業則朝向多元發展，法國在歐洲低軌衛星產業中扮演關鍵⾓⾊，憑藉
其強⼤的科研實⼒與政府⽀持，積極推進相關技術與應⽤。2025 年將迎來歐洲太空
總署（ESA）成立 50 週年，屆時將啟動多項針對氣候變化、⺠⽣安全與循環經濟的
新任務。Eutelsat OneWeb 是法國與英國聯⼿推進的重要低軌衛星產業計畫，截⾄
2024 年 11 ⽉，已成功發射並運營 648 顆低軌衛星，預計 2025 年將進⼀步擴展星
系規模，提供⾼速、低延遲的網路服務，特別適⽤於偏遠地區與海洋等傳統網路難以
覆蓋的場景；此外，該計畫將在航空、海事和政府通訊領域推展更廣闊的應⽤服務前
景。法國的 Thales Alenia Space 和 Airbus Defence and Space 等私營企業，致⼒
專注於⾼性能衛星的設計與製造，通過政府與企業的密切合作，亦參與全球低軌衛星
供應鏈，期促進技術創新與轉移。

資料來源：⼯研院產科國際所資料綜合整理

圖2. 國際衛星產業龍頭佈局

衛星直連設備發展關鍵佈局

　　低軌衛星的快速發展正為全球通訊產業開啟全新的市場機遇，推動多元化應⽤的
誕⽣，包括衛星直連設備（Direct-to-Device, D2D）服務、航空與海事連網、衛星
物聯網（IoT），以及遙測影像等領域，展現其在現代科技中的關鍵地位與應⽤潛
⼒。其中，D2D 技術作為低軌衛星的重要應⽤之⼀，憑藉其設備與衛星直接連接的
特性，無需依賴傳統地⾯基站或中繼設備，解決了偏遠地區、海洋和極地等地區缺乏
5G 基站和地⾯網路基礎設施的通訊難題，提供穩定且低延遲的連接服務，可廣泛應
⽤於物聯網、緊急通訊和智慧城市等場景，⼤幅降低應⽤成本和部署難度，未來有望
徹底改變物聯網市場，在多個領域實現關鍵應⽤，成為推動⾏業變⾰的重要⼒量。

　　D2D 技術的實現涉及多個關鍵組件，包括⽀援衛星通訊的射頻模組、符合3GPP
NTN（非地⾯網路）標準的基頻晶片，以及能夠處理衛星訊號的天線設計。上述技術
的整合，使得地⾯設備能夠直接與衛星進⾏雙向通訊，提供語⾳、數據和物聯網服
務。D2D 技術的核⼼特點與應⽤場景涵蓋多個領域，憑藉低地球軌道衛星星系的強
⼤覆蓋能量，可提供全球範圍內的穩定通訊，在這些傳統網路難以觸及的地⽅，D2D
具備即時連接的優勢，能夠提供⾼頻寬、低延遲的穩定通訊，在⾏動裝置與物聯網應
⽤中展現出極⼤的潛⼒，如資產追蹤器與溫度感測器，在緊急通訊場景中，D2D 技
術更能發揮關鍵作⽤，⽽在商業應⽤領域，如智慧農業、物流監控與環境監測，D2D
可為企業帶來更優質的連接⽅案，使遠端監控與數據收集更加便捷且即時。

　　D2D 技術的發展主要依循兩⼤技術路徑，⼀是⼿機與晶片製造商與傳統衛星運
營商的合作，另⼀則是衛星運營商與電信業者的聯⼿佈局，兩者皆致⼒於拓展 D2D
技術的應⽤範圍。在⼿機與晶片製造商⽅⾯，主要廠商如聯發科（MediaTek）和⾼
通（Qualcomm），積極開發⽀援 NTN 連接的晶片組，使智慧型⼿機能夠直接透過
低軌衛星實現通訊連結；其中，聯發科推出的 MT6825 是市場上⾸款符合 3GPP Re
lease 17 NTN 標準的 5G NTN 晶片，⽽⾼通則透過 Snapdragon X80 ⽀援 NB - N
TN（窄頻非地⾯網路）模式，進⼀步提升 IoT 設備的直連能⼒。衛星運營商則積極
與電信業者合作，採⽤電信業者釋出的頻段，透過與地⾯網路的整合，提供更靈活的
全球通訊服務，如 SpaceX 的星鏈與 T - Mobile 攜⼿推出⼿機直連衛星服務，利⽤
T -Mobile 的頻譜資源，使 LTE ⼿機能夠直接連接其衛星，實現全球 LTE 網路覆
蓋。

資料來源：路透社

圖3. 全球低軌衛星龍頭 SpaceX 宣布與 T - Mobile 合作，利⽤其星鏈衛星提供訊息傳輸服務，未來將擴展⾄語
⾳、上網和物聯網應⽤，加速邁向 6G 世代

　　全球 D2D 市場⽬前有四⼤主流⽅案，包括 Wi - Fi Direct、NFC（近場通
訊）、藍芽，以及由⾼通主導的 FlashLinQ（LTE Direct）等技術；此外，其他無線
技術如 IEEE 802.15.8 PAC（Peer Aware Communication）、RFID、ZigBee，以
及 WiGig 也在持續發展當中。其中，得益於 Wi - Fi Alliance 及 NFC Forum 的專
責推動，Wi - Fi Direct 和 NFC 的技術發展相對成熟，且已被廣泛應⽤於不同場
景，在當前的異質網路環境下，上述技術已逐漸成為下⼀代⾏動通訊的標準規格，⽽
國際間除了⾼通、Intel 和 NXP 等晶片⼤廠已能提供相應解決⽅案，台灣的晶片業者
也積極投入開發，試圖展現出晶片研發技術的競爭實⼒。

衛星直連設備 – 台灣的優勢與需求

　　隨著低軌衛星產業技術創新、國家政策⽀持與國際合作的深化，D2D 的市場規
模預計在 2025 - 2030 年期間快速增長，並成為低軌衛星應⽤的核⼼驅動⼒之⼀。

　　台灣企業在射頻元件、⾼頻材料、天線設計與設備整合⽅⾯擁有核⼼技術能⼒，
顯現台廠已有切入 D2D 供應鏈的競爭優勢，並可透過與國際衛星運營商及技術企業
的合作，提⾼⾃⾝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同時，台⾺海纜亦頻頻發⽣障礙，2025
年初，台⾺第2及第3海纜在短短 7 天之內接連受損；對於台灣⽽⾔，D2D 技術不僅
能帶來市場機會，更將成為⺠⽣需求，於國內外市場均前景可期。儘管⽬前 D2D 技
術的推廣仍⾯臨挑戰，包括頻譜分配、性能限制、法規問題以及資⾦壓⼒等，⽬前國
內外業者仍積極推動其技術發展，通過整合產業資源與推動創新技術，台灣廠商有望
憑藉國內既有實⼒，在全球市場中扮演更重要的⾓⾊，為本⼟企業和整體產業帶來可
持續發展的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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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性電⼦展　⼯研院領軍綜觀產業創新技術

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
整理報導

　　美國消費性電⼦展（CES 2025）於本⽉上旬登場，不僅為全球最具影響⼒的科
技⼤展之⼀，更是⼯研院展現創新技術的平台，吸引了來⾃世界各地的主要公司和業
界專⾨⼈⼠參加，全球 150 個國家、超過 4,000 家廠商⿑聚 CES，⼯研院亦帶領團
隊，要讓世界看⾒台灣當前最尖端的研發實⼒。⼯研院今年鎖定「健康科技」、「智
慧照護」兩⼤主題參展，展⽰⼗項亮點科技，就是希望透過這個國際級舞台，拓展台
灣科技研發實⼒的能⾒度，同時也希望找到多元化的合作契機，讓更多⼈享受到台灣
的創新科技應⽤。

資料來源：PATRICK T. FALLON／AFP／GETTY IMAGES

圖4. CES 2025 於本⽉上旬盛⼤開展。

　　為協助產業快速掌握 2025 年最新的國際科技重要趨勢，⼯研院於 16 ⽇舉辦
「透視⼤展系列：CES 2025 重點趨勢研討會」，由⼯研院副總暨產科國際所所長林
昭憲領軍，帶領產業研究團隊帶回第⼀⼿展會現場情報及洞⾒，議題涵蓋：智慧顯⽰
及感測技術、AI 晶片賦能消費科技、數位醫療、創新⽂化科技、先進材料趨勢、智
慧⾞輛、無⼈機與機器⼈科技等領域；並舉辦新創趨勢論壇，邀請多位新創業者現⾝
說法，梳理科技創新與投資佈局策略。

　　細觀 CES 2025，本屆主題為 Connect. Solve. Discover. Dive In.（連結、解
決、發現、潛入），除持續聚焦於⼈⼯智慧（AI）、物聯網（IoT）與元宇宙的實際
應⽤，亦以半導體技術為核⼼，為市場帶來 AI 伺服器、AI PC、新顯卡、網通、電
玩、WiFi 7、⾃駕⾞及⼈形機器⼈等各式應⽤。⼯研院副總暨產科國際所所長林昭憲
指出，CES 已從過去的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變成 Consumer Everything
Show，尤其今年在 AI 的發威下，⼤會主軸「Dive IN」的精神在各項展⽰隨處可
⾒，AI 全⽅位潛入，提升⼈本與永續更美好的⽣活價值。此外，本年度也⾸度設立
量⼦專區，並辦理量⼦論壇，預告量⼦時代已在不遠處。近年老創與新創攜⼿的合作
模式亦成為⼀股新的洪流，象徵著超級整合時代正式來臨，新創業者從過去創新「拼
圖」的⾓⾊，轉變成「引領」創新的引擎，特別是 AI、機器⼈與⾃駕領域，⽽邊緣
AI 應⽤如 AI PC、機器⼈、AR／VR、⾃駕汽⾞等均為本屆的重要題材。

　　AI 從想像到落地，具⾝智慧（Embodied Intelligence）將成為機器⼈與無⼈機
演化的最終⽬標。2025 年 CES 機器⼈的演化從輝達執⾏長黃仁勳開幕演講開始，
推出全球⾸個世界基礎模型 Cosmos，以合成資料建立⾼度擬真的場景，解決機器⼈
訓練需⼤量學習數據的難題，讓機器⼈具有空間智慧。其次，無⼈機結合 AI，朝向
⾃主化與多元應⽤發展，本次展場重點包括⾃主路徑規劃，無 GPS 導航，3D 繪
圖，以及物流、巡檢、救災、⽔下夾取等應⽤；台灣具備完整的精密機械與電⼦零組
件製造基礎，除關鍵零組件如⾏星減速機、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外，應積極開發軟硬
體整合⽅案，如 AI 演算法、多模態感知融合技術等。無⼈機產業，國際上正積極建
立⺠主供應鏈，善⽤產業群聚完整的優勢，推出符合各國應⽤場景的解決⽅案，正是
台灣爭取國際市場的機會。另⼀⽅⾯，這兩年家電⼤廠對於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的投入
更加明確，CES 亦顯現其對能源轉型的關注，AI Home 將擴⼤家⽤能源管理系統應
⽤，運輸體系如消防⾞、垃圾⾞等⼤型特殊功能⾞輛及非道路載具的電氣化，甚⾄是
⾃動化發展，有助於各領域應對減碳壓⼒，其它家⽤能源產品，如家⽤儲能與充電
樁，亦可看到更多業者投入該市場，預期將使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規模亦隨之增長。

　　本屆 CES 注重的另⼀個潛⼒領域為材料發展，⼤會多著眼於原料再⽣、碳捕捉
技術與再⽣能源⽤之材料開發。根據⼯研院展場觀測，材料的可持續性、低碳或負碳
技術及再⽣能源有關的技術開發成為多數國際企業集團在材料開發上的主要策略。其
中，強化開發更安全或適⽤範圍更⼤的能源相關材料，例如氫電解槽⽤電極材料、降
低電解氫時發⽣爆炸危險的觸媒，以及軍⽤無⼈機所需⾼電量密度、長續航、可低溫
操作的鋰⾦屬電池技術，或可太空衛星操作的全固態鋰電池等為⼀⼤亮點。全球⼤型
品牌以其強⼤的供應鏈採購壓⼒，將淨零低碳的成本轉嫁下游廠商，台灣零組件或上
游材料商需更加擁抱淨零轉型所帶來的需求與商機。

　　⽽與我們⽣活息息相關的另⼀⼤課題則是⾞輛產業發展趨勢，將進入協同發展時
代，融合⾃駕、聯網及電動三⼤技術，⾼算⼒晶片性能提升，結合數位分⾝建模技術
與新型感測器，帶動⾞內外狀態即時感知與演算能⼒技術，持續茁壯並有望加速發
展。聯網化則以資安防護為基⽯，應⽤範圍可涵蓋智慧交通與智慧港⼝等場景，具備
豐富的應⽤想像空間，並可帶動⼈機介⾯創新潛⼒商機。台灣具備協助開發及量產⾃
駕晶片的潛⼒，感測器業者亦可因應多樣化各類感測器需求（如乘客偵測、紅外線偵
測、4D 光達等），開發對應公司優勢產品；⽽台灣在⾯板與⾞輛電⼦領域的強項，
有助於推動具國際競爭⼒的智慧座艙產品及整合控制晶片發展。

　　結合本次 CES 各領域亮點，如 AI 與機器⼈、雲端網路與資安，以及由⾞⽤衍
⽣的智慧座艙技術，待⽇後技術成熟，也將適⽤太空領域。決策式 AI 結合⽣成式 AI
已成主流，將使 AI 從終端裝置到穿戴裝置完全滲入⽇常⽣活，成為隨時、隨地、隨
⾝可呼叫的 AI 介⾯，⽽ IoT 市場的成長與感測技術的進步，使⽣理健康監測更加精
準，且朝向輕便、無感、無接觸發展，有助於太空⼈長期駐留的健康管理；智慧座艙
技術的創新，如多⾯板⼤尺⼨、可彎曲與可收折螢幕，未來也將應⽤於太空載具與艙
內控制介⾯。此外，無線充電技術的突破，更為太空能源供應帶來新契機，⽽綜合上
述技術領域分⽀的豐⽥汽⾞，於 CES 2025 宣布正在探索軌道火箭之開發與⽣產，
將插旗太空運輸便是最佳的例⼦。隨著這些技術⽇漸成熟，從未來城市運輸到太空探
索，⼈類正⼀步步邁向更智慧與互聯的宇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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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Origin 新葛倫火箭⾶⾏資料。（圖片來源：Blue Origin）

Blue Origin

　　由⾙佐斯（Jeffrey Preston Bezos）帶領的 Blue Origin 於今年 1 ⽉ 6 ⽇晚
間聲明，其⾸枚軌道運載火箭 - 新葛倫（New Glenn）火箭的⽬標為最快 10 ⽇
從佛羅⾥達州卡納維爾⾓太空軍基地（Cape Canaveral Space Force Station）
發射升空，然⽽，該⾸⾶因天候不佳推遲⾄ 1 ⽉ 13 ⽇，後⼜因火箭⼦系統出現
不明問題⽽再度延後，最終於 1 ⽉ 16 ⽇成功發射，成功將酬載送入太空軌道。
此項 NG - 1 任務攜帶美國國防部資助的軌道轉運載具「藍環」（Blue Ring）的
原型，期望未來成為多功能衛星部署平台，六⼩時試⾶期間，藍環將放在火箭第
⼆節。

　　此次發射成功地將貨物送入太空軌道，儘管火箭成功達到了預期的軌道，但
卻未能成功回收火箭的第⼀級推進器；該推進器本來計劃在發射後的幾分鐘內垂
直降落並返回發射基地，但最終未能實現預期的回收⽬標。在發射第⼀階段時，
數據顯⽰推進器的三具 BE - 4 引擎均順利點燃，然⽽在宣布下⼀個著陸階段
前，兩具引擎停⽌運作，只剩下⼀具引擎在推進器下降時仍在運⾏，遙測資料停
⽌在⾶⾏時間 7 分 55 秒，⾼度為 84,226 英呎，時速為 4,285 英哩。此⼀失敗
反映了⽬前可回收火箭技術仍⾯臨挑戰，雖然發射本⾝取得了成功，但回收技術
尚有進步空間；⽽因此次任務的第⼀級推進器未如原計畫順利回收，Blue Origin
正步上 SpaceX 後塵，⾯臨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的調查。

　　另⼀⽅⾯，本次任務的主要⽬標是將藍環平台射入太空，⽽⽬前藍環已順利
運⾏於遠地點 19,300 公⾥、近地點 2,400 公⾥的地球軌道，與原先設定的⽬標
軌道誤差⼩於 1％，在主任務執⾏上⽬前並無太⼤問題。執⾏長 Dave Limp 對外
透露，Blue Origin 已規劃於 2025 年內進⾏ 6 ⾄ 8 次新葛倫火箭發射任務。當
前的新葛倫火箭系統於 2016 年宣布開發，與 SpaceX 的獵鷹 9 號及獵鷹重型同
為可回收使⽤系統，當年設定⽬標為⼗年內完成⾸⾶，但因其企業⽂化之低效，
以及開發主⼒ BE - 4 火箭發動機時遭遇多重挑戰和延誤，雖趕在⼗年內完成了
⾸⾶，卻落後 SpaceX 已不僅⼀步之遙。不過，雖然 BE - 4 的研製比預期晚了
數年，⽬前也已成功⽤於聯合發射聯盟（ULA）的火神運載火箭（Vulcan Centa
ur）上，此次藍環任務的成功，再次為火箭發射市場增添了除 SpaceX 外的另⼀
選項。

註：以上為 Blue Origin 近期新聞之彚整，相關新聞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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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business/bezos-blue-origin-reaches-orbit-first-new-g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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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7KZ8U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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