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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SpaceX 傳出將在 6 ⽉初進⾏第四次星艦試射。（圖片來源：SpaceX）

　　2022 年 2 ⽉，SpaceX 獵鷹 9 號火箭在發射完 49 顆星鏈衛星後，隨即於
次⽇碰到地磁風暴，因⼤氣密度增加，也同時增加了衛星升軌阻⼒，最終 38 顆
星鏈衛星未能抵達⼯作軌道便重新進入地球⼤氣層，燃燒殆盡，SpaceX 也因此
損失 5,000 萬美元；今年 5 ⽉ 12 ⽇，隨著 SpaceX 新⼀批 D2C 星鏈衛星甫升
空，⼜再度遇上數次太陽⽇冕物質拋射引發的 G5（最極端）等級地磁風暴，且
為 20 年來最強磁暴，然⽽這次所有星鏈衛星均安全挺過磁暴風波，雖然期間出
現過網路服務品質下降的情形，但衛星抵抗磁暴的能⼒明顯提升，不只操作確認
正常，磁暴結束後也均順利提升軌道。根據太空產業商業情報公司 Quilty Space
⼀份新的分析報告指出，星鏈衛星網路之獲利正在以驚⼈且超出預期的速度成
長，光是 2024 年星鏈衛星網路之收入即推估將躍升⾄ 66 億美元，此⾦額尚未
包含 SpaceX 嘗試發展業務、且擁有龐⼤⼈⼝基數的印尼與印度，也未算進與美
國太空軍簽訂鉅額合約的星盾，以及下個⽉初即將進⾏第四次試射的星艦，與衛
星網路服務並進，未來 SpaceX 的發射服務將再度因載具的升級⽽降低成本、提
⾼獲利。

　　也正是本⽉，SpaceX 星鏈的海外業務成功突破了前期磨合許久的印尼市
場，並由⾺斯克與印尼總統佐科威共同宣佈星鏈服務正式在印尼啟動。另⼀⽅
⾯，⽇本海上⾃衛隊將開始試⽤星鏈服務，以便讓船組員在遠洋航海期間也能使
⽤私⼈智慧型⼿機，並將爭取未來在⼤部分艦艇上均配備星鏈服務選項。然⽽，
星鏈非法濫⽤的問題尚未解決，在 SpaceX 通告非洲國家違法⽤⼾將其上網設備
繳回的期限（4 ⽉ 30 ⽇）過後，⽬前仍有⼤量⽤⼾能夠持續使⽤星鏈網路，顯
⽰ SpaceX 設計的地理圍欄存在許多漏洞。

　　最後，SpaceX 於 5 ⽉ 21 ⽇成功測試了以星鏈衛星⾏動網路作為中繼，讓
地⾯上的兩個⼈進⾏視訊對談的⼿機直連技術，雖然通話沒有中斷，但由於頻寬
不夠，畫質略顯模糊不清，其與 T-Mobile 的 D2C 合作，將先由今年內從簡訊
服務開始，⾄於語⾳，乃⾄於數據服務，最快預估明年才會登場。

註：以上為 SpaceX 近期新聞之彚整，相關新聞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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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e 擴⼤尋物戰場　藍牙追蹤器將與低軌衛星連線

Blue Origin 重啟太空旅遊　但三個降落傘有⼀個失靈

「逐夢者」⼩型太空梭送達⽢迺迪基地　準備⾶向太空站

競逐太空產業　台灣下個隱形冠軍

太空經濟崛起聚焦低軌道衛星通訊及遙測　光通訊技術前景看好

⼒求擠⾝全球五⼤太空強權　南韓太空總署將營運

北韓發射火箭升空後爆炸　失敗原因曝光

世界⾸顆⽊製⼈造衛星完成　預計 9 ⽉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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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昀真； 電話：03-5784208 #7961； Email：ukil@tasa.org.tw

Website： https://tleosia.org.tw； http://www.tsida.tw

No.41

多元資⾦挹注　政府助攻太空衛星產業發展

⼯研院產服中⼼／綠⾊數位經濟組　陳怡如 管理師
⼯研院技轉法律中⼼／產業智財發展組　鄭隆藤 專案經理

　　⽬前國際間正值太空產業⼤爆發之際，全球已進入太空競賽時代，2022 年起，
太空產業的經濟規模已達到 3,840 億美元，顯⽰全球業者正磨⼑霍霍，準備搶占這
個市場。台灣業者憑藉著⾃主網通能量，積極參與這波浪潮，國內已有多家廠商成功
切入國際低軌衛星主導業者之供應鏈；然⽽，太空產業從研發到商⽤的發展時程較
長，廠商容易⾯臨技術⽔準較⾼、產品認證周期較長之問題，使其在資⾦⽅⾯的需求
隨之增加；同時，太空產業屬新興產業，廠商取得投資或融資之困難度相對較⾼，故
政府為提升國內業者之技術能量、協助業者在營運、研發、以及製造上之穩定發展，
提供多項政策⼯具予以協助，期望帶動更多國內業者投入太空產業之⾏列。政府當前
對於太空產業所提供的政策⼯具，主要分為⿎勵業者進⾏技術開發的研發補助，以及
健全業者營運體質的優惠融資（含機器設備輸出貸款及專利融資貸款）等，以下主要
針對此兩者進⾏說明。

政府研發補助計畫

　　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推動的「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旨在促進國內產
業的升級創新，提升企業的競爭⼒，並協助國內業者藉由技術創新開發出⾼值化產
品，優化⽣產流程、培育新興產業，以⾯對全球市場之挑戰，維持台灣產業在國際間
之競爭優勢。產業升級創新平台下設有多個計畫，包括「產業⾼值計畫」、「創新優
化計畫」、「新興育成計畫」，以及「主題式研發計畫」等。

資料來源：財團法⼈台灣中⼩企業聯合輔導基⾦會（2023）

圖1.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架構

　　(⼀) 產業⾼值計畫：該計畫專注於⽀持⾼附加價值產業的發展，提升產品及服務
的國際競爭⼒，主要措施包括研發補助、國際⾏銷⽀持和專業技術培訓，⽬的是幫助
企業開發創新產品，進軍國際市場，增加附加價值。

　　(⼆) 創新優化計畫：⿎勵具指標性廠商掌握關鍵技術／產品，以建構完整供應鏈
體系，或引導業者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案供應者能量，以擴⼤整廠整案海外輸出，爭
取國際商機，故以補助⽅式協助廠商開發關鍵設備、材料及零組件，提供跨領域系統
整合，發展整體解決⽅案。

　　(三) 新興育成計畫：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向，發展替代性的主流新興產
業，該計畫⿎勵業者⾃⾏開發、進⾏異業結合或運⽤學研前瞻科研成果，發展出新興
產品或服務，進⽽構築產業⽣態體系。

　　(四) 主題式研發計畫：為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向，急需整合產業相關業者
進⾏研發，故由政府不定期公告研發主題，公開徵求廠商提案，⿎勵業者開發符合主
題研發內容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以串連產業鏈發展為主軸，建立產業研發能量，帶
動相關產業健全發展及強化整體產業競爭⼒。

表1.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各計畫比較

資料來源：財團法⼈台灣中⼩企業聯合輔導基⾦會（2023）

　　⾃ 2020 年政府開始推動太空產業以來，短短四年間已有 31 家次產業者獲得產
業升級創新平台相關計畫之補助，所帶動的投資⾦額已超過新台幣 5 億，⾜⾒政府
對於國內發展太空產業之決⼼。

低利優惠融資貸款

　　機器設備輸出貸款每⼀期額度為新台幣 300 億元，每筆貸款由⾏政院國發基⾦
出資三分之⼆，承貸銀⾏出資三分之⼀，搭配貸放，貸款風險由銀⾏承擔，受理期間
為開辦⽇（約為每年第⼆、三季公告）起⾄隔年 12 ⽉ 31 ⽇⽌。機器設備輸出貸款
原適⽤對象包含以下產業：

　　(⼀) 單體機器設備。
　　(⼆) 綠能設備（包括太陽光電、風⼒發電、⽣質燃料、氫能及燃料電池之再⽣能
源系統與電廠、LED 照明光電、智慧電網、電動⾞輛、提供節能服務等所需相關軟
硬體設備及系統）。
　　(三) 產業設備（包括農⽤及林⽤機械設備、採礦及營造⽤機械設備、食品飲料及
菸草製作⽤機械設備、紡織成衣及⽪⾰⽣產⽤機械設備、⽊⼯機械設備、化⼯機械設
備、橡膠及塑膠加⼯⽤機械設備、電⼦及半導體⽣產⽤機械設備、資通訊軟硬體設備
與系統，及未分類其他專⽤機械設備製造業）。
　　(四) 整廠或整線機器設備。
　　(五) 整廠整案（包括⼯程、規劃、整合、採購、監造、安裝、試⾞及專⾨技術服
務等）。
　　(六) 系統整合（包含電⼦收費、綠⾊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校園、電
⼦化政府、雲端系統等）。
　　(七) 爭取或承接國際採購標案。
　　(八) 其他資本財與輸出機器設備有關必要器材配料。

　　然⽽，⾃ 2021 年起，為了增加國內太空產業業者的營運資源、提升其國際競爭
⼒，由國科會科技辦公室、經濟部產發署、國發會和國發基⾦等多個部⾨進⾏跨部會
協商，推動將衛星設備與關鍵零組件納入國發基⾦機器設備輸出貸款的範疇，讓衛星
相關產品出⼝業者能利⽤政府資源獲得低利率的出⼝融資，以期帶動台灣太空產業之
發展。

　　此貸款原受理期間雖為開辦⽇⾄隔年底，但因產業界反應熱烈，近年來多在公告
不久後即⽤盡當期額度。截⾄ 2023 年底，國內已有 8 家次衛星相關業者獲得共約
26.5 億新台幣的機器設備輸出貸款，預計於今（2024）年第三季初，第六期機器設
備輸出貸款也將公告開放申請，持續提供太空相關業者營運資⾦上之協助。

無形資產融資

　　因太空產業涉及⾼度複雜的技術研發，需要⼤量資⾦投入，且進入市場之壁壘較
⾼，新進業者將⾯臨⾼昂的成本以及市場不確定性。然⽽，太空產業之新創或中⼩企
業對於資⾦的需求相當龐⼤，此時即可善⽤政府所推動「無形資產融資」的資源充實
營運資⾦。「無形資產融資」⽅案係由⼯研院與信保基⾦、⾦融機構共同協助企業進
⾏技術與資⾦鏈結，旨在⿎勵國內新創、中⼩企業活絡無形資產之運⽤，進⽽讓中⼩
企業獲得資⾦挹注、健全其營運體質。

　　「無形資產融資」⽅案，由新創或中⼩企業向⼯研院提出申請，經洽詢銀⾏承作
意願後，⼯研院協助企業進⾏專利或技術評估，並透過嚴謹的評價機制協助評價機構
產出具公信⼒的評價報告，經由銀⾏／信保基⾦及專家團隊進⾏複審通過後，提送信
保和銀⾏進⾏核保/核貸審查，相關流程如圖 2。

資料來源：⼯研院

圖2. 無形資產融資作業流程

　　「無形資產融資」⽅案，所適⽤的產業類別主要為政府⿎勵的六⼤核⼼戰略產業
為優先對象，廠商可先進⾏⾃我檢視，其檢視條件如下：

　　(⼀) 融資標的限於已獲證之有效發明專利，且該等專利為該申請企業所單獨擁
有。
　　(⼆) 已取得本申請企業董事會同意：將融資標的設定專利質權，並⽀付相關費
⽤。
　　(三) 融資標的已應⽤並實施在主要產品或服務，若尚無營收需額外佐證。
　　(四) 申請企業之股東權益淨值為正值。
　　(五) 申請企業與負責⼈具有按期償息之能⼒，無聯徵延滯紀錄、無退票紀錄。

　　「無形資產融資」⽅案，⾃ 2019 年推出以來，已擴及超過 40 家銀⾏可參與，
並已協助國內 50 多家中⼩企業申請此融資⽅案。

帶動國內產業發展之成功案例

　　⾃政府開始推動太空產業以來，短短四年間已逾 30 家次業者獲得政府的多元資
⾦挹注，其中 31 家次產業者獲得產業升級創新平台相關計畫補助，所帶動的投資⾦
額已超過新台幣 5 億；另外亦有 8 家次衛星相關業者獲得共約 26.5 億新台幣的機
器設備輸出貸款，顯⽰政府對於推動太空衛星產業的確不遺餘⼒。同時，在無形資產
融資⽅⾯，於今年度（2024）已有⾸家衛星產業業者─創未來科技獲得無形資產融
資最⾼額度億元級之資⾦挹注，顯⾒國內⾦融機構對於太空產業發展之重視與期待。
以創未來科技為例，該公司為國內進⾏相控陣列雷達、通信系統整合開發廠商，具有
⾃主研發能⼒，並取得晶片、微封裝、雷達演算法、機械散熱設計、資訊系統設計等
關鍵技術之專利，並於去年（2023）起，即在⼯研院的協助下，與信保基⾦、凱基
銀⾏洽談無形資產融資之可⾏性，經過嚴謹的評估作業，最後由信保基⾦提供信⽤保
證、凱基銀⾏核貸億元級的融資額度，共同協助該公司持續進⾏相關技術之研發⼯
作。

政策加持　台灣太空產業起⾶

　　藉由上述的研發獎勵補助及低利優惠貸款等措施，能⾒政府扶植太空產業的決⼼
與⾏動非常明確，不僅藉此提升太空產業的創新⼒和市場競爭⼒，亦協助企業克服⾼
研發成本及市場進入壁壘、⽀援設備開發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並減輕長回報週期帶來
的財務壓⼒。政府責成國內法⼈單位（如⼯研院）協助推動相關措施並進⾏廠商輔
導，⾄今亦有相當不錯之成效；由主管機關與各法⼈單位的合作，為太空產業構建了
⼀個更友善的發展環境，不僅促進了產業創新，也加速了台灣在全球太空競賽中的崛
起，相信於政府、法⼈、產業界三⽅共同努⼒之下，將為國內太空產業建構⼀個更友
善的發展環境，帶動國內整體太空產業之發展，讓台灣在這場競賽中成為全球太空產
業的重要參與者。

參考資料：
1. 財團法⼈台灣中⼩企業聯合輔導基⾦會（2023）。「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2. ⾏政院國家發展基⾦管理會（2023）。「機器設備輸出（第五期）貸款」。

3. ⼯研院技術移轉中⼼（2023）。「無形資產融資專案介紹」。

4. 財訊快報（2024）。凱基銀、⼯研院等扶植航太產業，提供創未來科技無形資產融資 1 億元。

⾼空捷報驗證台灣太空產業能量
衛星國產元件發表暨獵風者任務進度說明

台灣低軌衛星產業聯誼會
整理報導

　　台灣⾸顆⾃製氣象衛星「獵風者」於去年（2023年） 10 ⽉發射升空並順利通
聯，歷經參數調整後，預計今年（2024年）6 ⽉份正式提供海⾯風速產品，並加入
颱風季的氣象預報參考數據的陣容。為配合國科會主辦為期⼀個⽉的「科技沙崙．四
百台南．世界台灣」展會系列活動，國家太空中⼼（TASA）於 4 ⽉ 29 ⽇在台南沙
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舉辦「衛星國產元件發表暨獵風者任務進度說明會」，展⽰包含獵
風者衛星使⽤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反射訊號接收儀」（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Reflectometry，GNSS-R）、電⼒控制單元、太空級 GPS 導航
接收機、福衛五號衛星電腦、福衛八號過氧化氫推進元件等，共 10 項衛星國產元
件。

資料來源：國家太空中⼼（TASA）

圖3. 衛星國產元件發表暨獵風者任務進度說明會現場

　　國家太空中⼼主任吳宗信表⽰，獵風者衛星在過去⼗年間，經由 20 多家的廠商
通⼒合作，⾃製率達到 82%，是台灣第⼀個⾃製的氣象衛星。去年九⽉成功升空的
獵風者衛星如今順利運轉，代表我國在⾃製衛星和地⾯設備操作的成熟度已經⼤幅的
提升，其中有 11 項關鍵元件和技術於任務中成功取得太空⾶⾏履歷（Flight
Heritage），將有助於國內廠商切入國際太空供應鏈。⽽獵風者衛星持續進⾏數據統
計與參數調整，後續將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的氣象預報提供重要參考數據，並規劃將
完成總計 33 件衛星元件之⾶試（各元件之⾶⾏應⽤測試），⼀步步建立元件⾃主的
供應鏈，期帶動 40 家以上的廠商⼀起打造台灣的衛星研發能量，深耕台灣太空產
業。

　　本次任務進度說明會，太空技術應⽤處處長陳維鈞特別選出其中最具⼯程突破
性、產業應⽤性，以及技術發展指標性意義的三項技術做說明。第⼀項為「時間延遲
積分影像感測器」（CMOS TDI Image Sensor），此項技術結合半導體製程、訊號
處理，以及衛星操控三⼤⾯向，利⽤時間延遲針對同⼀地點拍攝影像，利⽤多重曝光
增強影像的訊雜比以提⾼影像的清晰度，並驗證其架構之可⾏性；除了應⽤於遙測衛
星蒐集地理影像資訊之外，亦可應⽤於搭載遙測載具的影像感測器，如無⼈機、太空
望遠鏡，對於災害防治、⽣態調查、環境維護、太空觀測等⽤途上，皆可提供⾼解析
度的影像資料。第⼆項為「過氧化氫推進系統」，本項技術的開發結合多⽅產學技
術，使原壽命不到⼀年的燃料槽可以延長⾄五年，原為因應太空特殊環境需求，⽬的
以太空應⽤為主。然⽽發展過程中，也因結合國內精密機械加⼯、特殊⾦屬焊接、碳
纖維纏繞、隔膜及密封橡膠配⽅研製、真空操作閥件及組件等技術應⽤，具整合相關
產業的特性，載具應⽤⾯廣泛。第三項則為「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反射訊號接收儀」
（GNSS-R），不僅可以量測地表的反射特性、海⾯風速和海浪波⾼等參數，亦可提
供颱風強度預測、海氣交互作⽤研究、⼟壤特性量測與冰⼭偵測等研究或應⽤，且與
福衛七號搭載的掩星技術（GNSS-RO）有互補與加乘效果，完全佈署後，將成為全
世界第⼀個執⾏ GNSS-RO／R 雙重任務的衛星星系，讓獵風者的模式可以持續擴展
應⽤。國科會資安暨智慧科技研發⼤樓⼀樓所辦理的「衛星國產元件暨獵風者特
展」，也展⽰了獵風者衛星 1 : 1 模型尺⼨，以及衛星通訊、光學、姿態控制等衛星
國產元件及技術，並於現場設有互動裝置模型；隨著台灣太空供應鏈逐漸成形，未來
也可期待此類科普型特展再次進入⼤眾視野。

　　 台灣⾸顆⾃製氣象衛星「獵風者」的成功運⾏，不僅代表台灣在太空技術上的
重要突破，也展⽰了國內產業在衛星元件⾃製化⽅⾯的能⼒提升。此次的成功經驗顯
⽰出多家國內廠商的合作成效，並奠定了台灣進⼀步進入國際太空供應鏈的基礎。未
來，隨著更多國產技術和元件的發展與應⽤，台灣的太空產業將持續成長，成為全球
太空科技領域的重要⼀員。

資料來源：國家太空中⼼（TASA）

圖4. 衛星國產元件發表暨獵風者任務進度說明會活動合照

SES 與衛星通訊⼈才培育公司 SatProf 攜⼿合作，宣布推出⾸個衛星通信教育數位徽章計劃，加速⼈才孵
化。（圖片來源：SES）

SES

　　繼 2023 年 SES 與 Intelsat ⼀度展開合併談判，卻因持股分配和未來發展
⽅向未有共識⽽破局，今年兩家公司再度重啟談判並於 5 ⽉宣布決定整併，SES
將以 31 億美元收購 Intelsat，此次⼤規模的產業整合，將創造⼀家擁有約 100
顆重達數噸的地球靜⽌軌道衛星、以及 26 顆中軌衛星、且預估年收入將達到 40
億美元的多軌道衛星營運聯合公司，2026 年底前，還有 8 顆 GEO 和 7 顆 ME
O 衛星預計發射升空。此次宣布合併係繼美國 Viasat 收購英國 Inmarsat Group
Holdings，以及 Eutelsat 宣布與 OneWeb 合併後，第三起⼤型衛星業者合併
案，也能凸顯衛星通訊市場對於資本投入的⾼要求以及競爭壓⼒。

　　除內部整頓外，SES 在拓展國際業務⽅⾯也屢創佳績，其位於東經 57 度軌
道位置的 Ethiosat 平台現已向衣索比亞 1,700 萬個家庭提供電視內容，與 2022
年相比增加了 700 萬⼾，覆蓋率增長⾄ 95%；另⼀⽅⾯，哥倫比亞通訊營運商 I
NRED 使⽤ SES 在當地的 MEO 衛星連接服務，提供⾼吞吐量給萊蒂⻄亞市和亞
⾺遜其他農村地區，包含 500 多個家庭、學校和政府實體使⽤，此為哥倫比亞推
動之亞⾺遜數位計畫，為該國最難以到達的地區提供連接，以確保這些地區的⼈
⺠和企業享有平等的社會和經濟機會。⽽除了業務拓展，SES 也與衛星通訊⼈才
培育公司 SatProf 攜⼿合作，宣布推出⾸個衛星通信教育數位徽章計劃，旨在推
動未來相關產業學習，並且已為 SES 的 O3b MEO 星座和服務的專攻課程提供
了三個數位徽章，加速⼈才孵化。

註：以上為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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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today.com/finance/2024/04/30/ses-explains-the-strategy-behind-its-l

ong-anticipated-acquisition-of-intelsat/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15034-satellite-telecom-fight-starlink

https://www.ses.com/press-release/inred-and-ses-provide-high-throughput-connectivity-a

cross-colombias-amazona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691992_AD2819REL0Q

AA81PRWIQC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691468_1E7320107RKI

A27K7IUBU

https://www.ses.com/press-release/sess-ethiosat-now-delivers-content-95-tv-homes-ethi

opia

https://www.ses.com/press-release/ses-and-satprofs-gvf-training-program-collaborate-firs

t-digital-badging-initiative

Amazon 正在為 Project Kuiper 的下⼀階段做準備，並將積極使其兩顆原型衛星脫離軌道後燒毀。（圖片
來源：Amazon）

Amazon

　　Amazon 在業界普遍的關注之下，其寬頻星座佈局已開始有所⾏動，衛星零
組件供應商也看好這⼀波商機，不僅因為 Amazon 的 Project Kuiper 有龐⼤的
⺟公司作為後援，並預計於 2024 ⾄ 2025 年提⾼衛星數量，也因衛星直連⼿機
技術愈趨開放使⽤，不久將再度掀起⼀波競汰潮，有望能與進入⼀般⼤眾視野。
Amazon 於今年提⾼了 Project Kuiper 之⽣產量，其開設之機構包括位於華盛頓
州柯克蘭的⼀家衛星製造⼯廠，以及華盛頓州埃弗⾥特的⼀個新的物流設施，並
同步啟動員⼯培訓計畫，與當地⼀所技術學院合作啟動新的衛星技術員證書課
程。先前 Amazon 之規劃為 2024 年上半年開始全⾯部署其 3,232 顆通訊衛
星，但⽬前 Amazon ⾯臨 FCC 之最後期限，並被要求在 2026 年 7 ⽉之前發射
3,232 顆衛星星座中⾄少⼀半，⽽ Amazon 雖然在其官⽅網站有所更新，但並未
透露開始全⾯發射這個由 3,232 顆衛星組成的星座的⽬標⽇期，只先⾏宣布了 P
roject Kuiper 之原型任務⽬標實現了 100% 的成功率，搭載的每個主要系統與⼦
系統在軌道上的均正常運作，甚⾄表現得優於預期，現在該公司正在為 Project
Kuiper 的下⼀階段做準備，並將積極使其兩顆原型衛星脫離軌道後燒毀。

註：以上為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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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90534_S806W7A72D

Q14D5Y30ROE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690733_MBK89NYU27

K4WM4Z9IU9K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100&id=0000690407_AGD

3VFJ314QNTZ678CX10

https://www.satellitetoday.com/manufacturing/2024/05/14/amazon-ramps-up-kuiper-produ

ction-starts-workforce-training-program/

https://www.aboutamazon.com/news/innovation-at-amazon/amazon-project-kuiper-deorbit

-satellites

file:///Users/stellasun/MEGA/%E5%85%AD%E5%B9%B4%E7%B4%9A/ITRI/%5B202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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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E5%85%AD%E5%B9%B4%E7%B4%9A/ITRI/%5B202405%5D%20%E9%9B%BB%E5%AD%90%E5%A0%B1%E5%A4%A7%E7%A6%AE%E5%8C%85/index.html#
https://technews.tw/2024/05/03/starlinks-geofence-got-holes-that-many-illicit-roaming-users-worldwide/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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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3&SerialNo=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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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691633_K6I7I72W2LM7KF4P7WR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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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news.tw/2024/05/09/next-generation-smart-network/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94495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795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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