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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S0t9u3UjzQ


2This document contains proprietary and controlled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NSPO) of Taiwan and shall not be duplicated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any purposes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NSPO.

 國家太空中心成立於1991年，是整合台灣太

空科技發展的機構

 藉由執行衛星計畫，支援國家任務，促進科

學研究，並帶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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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軌跡

1991年：行政院通過第一期十五年「國家太空科技長程發展
計畫」(1991~2006年)，國科會於同年成立「行政院國家太
空計畫室籌備處」，作為我國太空計畫的執行單位

2002年：國科會委員會議通過第二期十五年「國家太空科技
長程發展計畫」(2004~2018年)

2003年：「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成立，併入國研院運
作

2005年：更名為「國家太空中心」

2019年：行政院通過第三期十年「第三期國家太空科技長
程發展計畫」(2019~2028年)



4

關於太空中心

科技部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太空中心

政府

財團法人

Taiwan

.

總部(含衛星操控中心) 衛星整測廠房

新竹科學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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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

衛星系統工程

衛星本體

任務定義

系統設計

 系統驗證

 整合測試

 系統及次系統
 關鍵元件
 地面輔助設備

光學

SAR

衛星任務操作

 衛星操控軟體
 任務操作工程
 衛星星系操作

核心技術

衛星資料處理

使用者

衛星操控地面系統衛星整測廠房 影像處理系統

核心設施

衛星研發實驗室

任務酬載

 遙測衛星影像

 GPS掩星資料

太空計畫

國際合作

產學研界

技術研發與技轉 衛星資料加值應用 產品與服務

服務平台

營運平台
 資料加值應用

 技術移轉與服務

 衍生產品推廣

 解決方案提供者

 新型營運模式開發

 衛星遙測影像

 大氣掩星資料

 科學觀測資料

 工業測試服務

HSI

GNSS-R



任務與願景

福爾摩沙衛星一號
(1999)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
(2004)

福爾摩沙衛星三號 (2006)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 (2017)

任務：
 負責執行國家太空計畫
 負責太空科技研發

願景：
 成為國家卓越太空科技研發及創新中心
 藉由太空計畫的執行，建立具國際競爭力的台灣太空科技優勢

福爾摩沙衛星七號 (2019)

獵風者號衛星 (預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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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設施

衛星整合測試廠房

衛星操控中心
地面天線站
影像處理中心

研發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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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太空長程計畫發展

第一期太空科技
長程發展計畫

1991-2006

建置基礎能量

第二期太空科技
長程發展計畫

2004-2018

建立初步自主
太空研發能量

第三期太空科技長
程發展計畫

2019-2028

精進太空技術

開創太空關鍵產業

Learning Digestion Diffusion



第一期長程計畫
(1991~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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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長程計畫(1991~2006年)

福衛一號 福衛三號

1999年1月- 2004年6月

福衛二號

2004年5月–2016年8月 2006年4月 ~2020年4月

低軌道的科學實驗衛星 遙測任務及科學任務 氣象及科學任務

基礎設施建
置
基
礎
能
量

發
展
科
研
平
台



第二期長程計畫
(200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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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長程計畫(2004~2018年)

福衛五號 探空火箭

2017年8月~

福衛七號
遙測任務及科學任務 氣象任務及科學任務

1998-2014年(10枚)

科學研究

2019年6月~

關鍵元件建
立
初
步
自
主
太
空
研
發
能
量



福衛五號(2017.8~迄今)

 我國首顆由臺灣完全自主研發的光學遙測衛星，並接替福衛二號任務。

 自對外營運以來，全球共拍攝54,551組以上黑白/彩色影像，供國內外使
用者訂單與任務需求使用，支援國內外防災勘災事件約101次。

 福衛圖資於科技部資料集平台上線以來，提供政府機構及產學研界進行土
地利用、農林規劃、環境監控及災害評估等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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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衛五號守護台灣，觀照全球

 2021年8月6日盧碧颱風造成中南部山區土石崩塌

(荖濃溪上游河道發生沖刷現象，支流有多處崩塌地，總共影響面積約為14.82公頃。)

FS5後期影像: 2021/08/11 崩塌地判釋位置(面積:14.82公頃)FS5前期影像: 2021/02/20 SLIP AREASLIP AREA

崩塌地判釋位置

紅色:植被 藍色:裸露地 紅色:植被 藍色:裸露地

2021.3.25福五拍攝長賜號 海上等候通過的船隻蘇伊士運河與蘇伊士灣

 2021年3月23日「長賜號」(Ever Given)貨輪擱淺在蘇伊士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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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衛七號(2019.6~迄今)

福衛七號計畫為臺美大型國際合作案，任務目標為建立一高可靠度任務型氣象

衛星系統，延續福衛三號計畫氣象任務，於2021年2月完成星系軌道佈署。

大氣掩星觀測資料已於2020年9月正式納入中央氣象局全球和區域數值天氣預

報作業系統。

120小時颱風路徑預報誤差可改善7%，有助於防災應用。

2021年3月臺美雙方於共同指導委員會議，一致通過達原任務規劃目標。

全球模式

區域模式

氣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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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一號
1998.12

2010.09.17

探空七號
2010.05.05

探空五號
2006.01.18

探空三號
2003.12.24

探空九號
2014.03.27

探空二號
2001.10.24

探空四號
2004.12.14

探空六號
2007.09.13

探空八號
2013.06.05

探空十號
2014.10.7

2011.05.31 2013.09.07 2014.03.24

1998-2014

4次混合式探空火箭發射(太空中心/學術界) ，自製率100%

10次固態火箭發射(太空中心/中科院/學術界)，自製率100%

探空火箭計畫(1998~2014年)

發射高度達300公里

目前發射高度至13公里
挑戰目標：100公里

電離層研究
/驗證自主
衛星元件

提昇探空
火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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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風者衛星(Triton)

颱風風場觀測
 獵風者衛星(TRITON)為太空中心自行設計製造，搭載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反
射訊號接收儀(GNSS-R)，並將驗證10項自製關鍵元件與技術。

 地表反射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訊號，可進行海氣交互作用與劇烈天氣(颱風
及暴雨)、空汙等研究，與福衛七號共同執行大氣觀測任務。

 預計2022年發射。



第三期長程計畫
(2019~20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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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長程計畫(2019~2028年)

第三期長程計畫(2019~2028年)延續第一期與第二期長程計畫所建立之基礎，

以人才培育、尖端技術養成及建立太空產業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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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衛八號) B5G通訊衛星計畫



第三期國家太空科技長程發展計畫(2019-2028) 

計畫架構

預算~ 251億新台幣



福衛八號

21

 規劃佈建6枚高解析度光學遙測衛星(1米黑白/2米彩色) 形成衛星星系，具

備全球涵蓋及每日多次再訪能力，以滿足國土安全、環境監控、防災勘災

等需求。透過地面影像後處理影像解析度可達0.7米。

 建立低成本高性能的通用衛星平台，同時驗證國產關鍵元件，帶動國內太

空產業發展。



福衛八號關鍵元件

太空級濾光片X頻段圓形極化天線

光學調焦機構

主/次鏡片修正透鏡組

太陽能板展開
機構

推進器模組

衛星電腦 MEMS陀螺儀 衛星導航接收機X頻段發射機

光機碳纖複材

聚焦感測系統
(面型)

電子單元 EU

 福衛八號第一組衛星關鍵元件發展項目共17項，目前已完成3項飛行體FM、
3項工程驗證體EQM 、11項工程體EM研製。

聚焦感測系統
(線型)

太陽能板(DM)

電力控制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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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多次再訪 高解析1米影像

發展6枚衛星，完成星系佈署

福衛八號星系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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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解析度智能遙測衛星星系

目標：2枚超高解析度光學衛星 (0.35米黑白/2米彩色)星系，人工智能尋標功

能高取像效益，用於國防國安、國土測繪、都市規劃、精緻農業、防災救災。



合成孔徑雷達衛星星系(SAR衛星)

目標：發展2枚輕型多功能X頻段SAR衛星，最佳解析度0.7米、最大刈幅50
公里，全天候偵照取像，互補光學遙測衛星，用於海事安全、地層潛變、
防災救災、國防國安、農林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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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探索與科學創新計畫



實際達成情形
‒ 2019年：完成酬載儀器與科學研究對外公開說明與徵求提案。

‒ 2020年：完成9組酬載儀器與科學研究可行性研究報告，後續並完
成各團隊特點、效益、與傳承經驗等項目綜整報告。

‒ 2021年：與美國NASA等單位洽談國際合作事宜，探詢簽署合作協
議與參與探月計畫機會。

外太空探索三期原核定分期年計畫目標

外太空
探索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Milestone
Announcement 
of Opportunity

(P/L)

Feasibility 
Study (P/L)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Discussion of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Mission 
Analysis

Mission 
Design

MDR SDR PDR C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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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探索與科學創新計畫 分年期計畫目標



系統 次系統/元件
2019
達成值

/(目標值)

2020
達成值

/(目標值)

2021
達成值

/(目標值)

2022
修訂
目標值

2023
修訂
目標值

2024
修訂
目標值

2025~2028
修訂
目標值

Payload
Instrument 

Lunar Exploration Instrument 3/(3) 3/(3) 3/(3) 4 5 5 6

 Lunar Exploration Instrument：
探月酬載儀器可行性研究(TRL3)

‒ 研究期程:2020.08~2021.02

‒ 完成9項科學酬載儀器可行性研究
，包含類別有月球表面探勘、月
球環境觀測、利用繞月軌道進行
科學觀測。

‒ 主要產出文件：酬載儀器之初步
規格、操作模式、工程體與飛行
體之發展與未來測試和驗證之規
劃、合作團隊規劃、以及酬載儀
器系統設計等期中期末報告，共
1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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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探索與科學創新計畫 技術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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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G通訊衛星計畫



國家太空計畫比較

比較項目 第一期
太空計畫

第二期
太空計畫

第三期
太空計畫

期間 1991-2005 2004-2018 2019-2028

持續時間(年) 15 15 10

已發射或規劃中
的衛星數

8 8 + 3(立方衛星) 10+

主要任務 科學
地球觀測 (光學)
天氣(RO)

地球觀測(光學)
氣象
(RO與GNSS-R)

地球觀測(光學/ 
SAR)
通訊

衛星獲取方法 福衛一號、二號、
三號：外購

福衛七號：外購
福衛五號、獵風
者衛星：台灣製
造

台灣製造



台灣太空發展的演變

衛星資料
使用

太空科技
引進

太空科技
吸收

太空科技擴散

1969-1990

1991-2006

2006-2017

2018-

接收來自國外
衛星的衛星電
視、天氣和地
球觀測數據。

• NSPO成立
• 完成3項衛星計畫
• 探空火箭發射

• 首顆台製衛星
FORMOSAT-5發
射運行

• 探空火箭發射
• 新太空公司成立

• 10年國家太空計
畫啟動

• 越來越多的「新
太空」
NewSpace公司
成立



政府

市場

支援

人力

資源

文化

商業財務
• 國內
• 國際

• 規範
• 政策
• 預算

• I基礎設施
• 供應鏈
• 技術支援

• 技術人才
• 管理人才

• 太空意識
• 創新精神
• 創業家精神

• 創投
• 私募基金
• 天使基金
• 銀行

「新太空」生態系



台灣「新太空」發展的挑戰

面向 挑戰

政府 A. 台灣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通過太空發展法，旨在提供法律基礎並加
速台灣的太空發展。

B. 太空中心即將成為行政法人。
C. 台灣政府已將航太工業列為國家核心戰略產業之一

商業財務 台灣對高風險新興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相對不足。私人基金對太空產業技術
和市場了解有限。很難準確評估是否投資該產業。

市場 每年20多億國家太空預算，國內太空市場相對較小

支援 A. 台灣沒有民用火箭發射場供私營企業或大學提供火箭發射服務或進行試
驗。
B. 台灣只有一顆自製衛星和一些關鍵衛星元件的經驗，國內衛星供應鏈正
在通過國家太空計畫建立。

人力資源 台灣擁有高素質科技人才， 惟較少投身太空產業

文化 台灣人對太空創業持保守態度



全球太空經濟繼續蓬勃發展

發射成本持續下降

台灣政府政策的堅定承諾

台灣「新太空」發展的機會



台灣新太空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1/3)

策略1
• 發展太空產業基礎設施

策略 2
• 完善新太空產業生態系

策略 3

• 結合國內優勢產業並與國家需

求緊密結合



強化本土太空技術 本土太空產業鏈

衛星應用

衛星操作

衛星元件/次系統

衛星發射服務

衛星製造

策略一：發展太空產業基礎設施



Finance / Law 

& Regulation

Market

Support
Human 

Resource

Culture

NSPO

Assi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pace laws and 

regulations 

Organize space 

outreach activities 

to promote space 

awareness among 

the people

• Open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in 

Universities

• Offer “Space 

Professional class” for

industry 

Provide technical 

consulting and 

space environment 

test service

• Purchasing services 

or products from 

NewSpace

companies

• Assist domestic 

companie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策略二：完備新太空產業生態系



策略三：結合國內優勢產業並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

• 台灣優勢產業
 電子
 精密機械
 光電
 AI

• 國家需求
 國家安全
 災害防救

• 一些可能新太空產業方向
 立方衛星
 衛星IOT
 AI 與衛星影像



蔡總統的太空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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