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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開打，衛星為傳輸基礎的星鏈系統
成為戰爭關鍵工具，在偵察、空間定位、導航、計時及

通訊扮演關鍵助攻，太空軍事化儼然已從
AR/VR中走出成為現實主角

隨著人工智慧、自主系統、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

（eVTOL）以及新型材料等技術的突破，航空航太產
業迎來了新一波發展機會

衛星技術的應用範圍也在不斷擴展，涵蓋了

通訊、災害防治、地理監測、氣象預測、地球觀測等多
個領域，進一步吸引市場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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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範疇

包含
◼ 註冊在臺灣
◼ 註冊海外/創辦人來自臺灣
◼ 上市/櫃(含興櫃)前的獲投
◼ (Pre-IPO獲投)

不包含
◼ 收購、母公司對子公司

100%投資

新創獲投定義資料來源

1. 資料庫

2. 媒體報導

3. 獲投企業/上市櫃轉投資

4. 國發基金年/季報

5. 投資人

6. 商業司公司登記

FINDIT 平臺-臺灣獲投資料庫
資料期間 / 2015~2024.3

資料清理

資料處理說明

⚫ 採投資日期當月兌美元的平均匯率

⚫ 資料來源為央行「我國與主要貿易對手

通貨對美元之匯率」

交易資料整併

美元計價金額換算

機構名稱標準化

領域歸類

輪次判斷

01 / 定義、資料來源與處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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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範疇

商用航空 國防航太

空拍數據服務
救難飛行器開發

無人機
雲台穩定器

太空發展

工業電腦
火箭製造發射
低軌道衛星通訊
毫米波通訊
通訊雷射系統
圖資影像處理
精密製造

衛星定位遙測

航機管理

資通訊監控

零件製造維修

02 / 航太科技領域分類 參考OOSGA於2024年4月23日發布「航太業-全球市場現況、主要發展
趨勢」航太業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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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01 / 企業獲投總覽

63 件

總獲投筆數

2.18   美元億

總獲投金額

2015 年~2024 年 3 月 產業獲投總覽

註：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臺灣航太科技獲投件數為63件，約占整體臺灣早期獲投件數的1.75％；
已揭露的獲投金額為2.18億美元，則占整體臺灣早期獲投金額的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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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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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收錄資料中未有本領域2015年獲投資料。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2 / 各年企業獲投趨勢
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開打，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致使國家提升防禦能
力和升級航太技術的需求不斷增強，為航太科技相關產業帶來了諸多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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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76.19%

14.29%

9.52%
早期投資(A輪以前)

中期投資(B輪+C輪)

未揭露
交易
件數

77.56%

10.81%

11.64%

獲投
金額

註：收錄資料中未有獲後期投資(D輪之後+PE輪)。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3 / 企業獲投階段占比 航太科技獲投件數、獲投資金皆以早期投資階段為主。隨著市場對航太科
技創新和技術的需求增加，早期新創企業往往能夠提供具有突破性的解決
方案，從而吸引投資者的關注和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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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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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4 / 企業獲投規模件數 依獲投金額規模來看，2015年至2024年第一季期間臺灣航太科技整體獲
投交易件數中，有40件，高達七成的交易金額不到2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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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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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5 / 各次領域獲投金額與件數 憑藉近年太空衛星發展熱度，毫無懸念，「太空發展」獲投件數遠
高於其他次領域，占整體一半以上，獲投件數高達32件，平均獲投
金額為346萬美元，總獲投金額1.11億美元，占整體獲投金額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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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多

少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商用航空 3 2 1 1 1 2 4 1

國防航太 1 2 2 4 7

太空發展 4 1 6 4 3 7 6 1

註：收錄資料中未有本領域2015年獲投資料。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6 / 各次領域獲投熱力圖 衛星技術能夠提供即時的戰場監控、敵情偵察和戰略決策支持，成為國防
攻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戰爭期間，衛星探查技術的需求成長尤為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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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66.67%
81.25% 78.13% 76.19%

20.00%

18.75%
14.29%

13.33% 18.75%

3.13%
9.52%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商用航空 國防航太 太空發展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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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投資(B輪+C輪)

早期投資(A輪以前)

註：收錄資料中未有獲後期投資(D輪之後+PE輪)，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7 / 各次領域獲投階段件數占比統計 臺灣的航太科技領域主要集中在早期階段的投資，即A
輪（含）以前的早期投資階段，占比高達約76.19%。
中期投資階段占比約14.29%，未揭露投資占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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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科技領域獲投統計

註：收錄資料中未有本領域2015年獲投資料。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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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 各年獲投階段統計 除2016年外，其餘年份表現與次領域的獲投情形一致，主要的投資仍然集
中在A輪（含）以前的早期投資階段，這一比例超過了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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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輪廓及投資亮點個案

商用航空

航機管理

資通訊監控

零件製造維修

國防航太

空拍數據服務 救難飛行器開發 雲台穩定器

無人機

01 / 企業獲投輪廓圖 

太空發展

工業電腦

火箭製造發射

低軌道衛星通訊
毫米波通訊

通訊雷射系統 圖資影像處理

精密製造衛星定位遙測

臺灣航太科技獲投企業以「太空發展」服務領域占最大宗，吸引了最多的投
資，其次是「國防航太」服務領域，最後，則是「商用航空」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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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03 前十大獲投公司 主領域分類 子領域分類 公告獲投日期 獲投金額
(百萬美元)

1 田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航太 無人機 2023/09 12.49 

2 稜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空發展 毫米波通訊 2023/12 11.54 

3 萊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空發展 通訊雷射系統 2023/08 9.43 

4 欣鉅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航空 零件製造維修 2023/10 8.02 

5 朝宇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航空 零件製造維修 2024/01 7.02 

6 稜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空發展 毫米波通訊 2023/04 3.21 

7 沅星航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航空 航機管理 2023/08 2.98 

8 翔隆航太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航太 無人機 2023/07 2.40 

9 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航太 無人機 2023/07 2.24 

10 歐姆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空發展 毫米波通訊 2023/10 1.89 

註：部分公司之獲投金額為本團隊整理上市上櫃公司投資該公司的資料，尚有其他未公開的投資，實際獲投金額可能高於表中數字，至於輪次為本研究推估。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02 / 前十大獲投企業

產業輪廓及投資亮點個案

可以看到「太空發展」為最受關注和投資的次領域之一。太空發展涵蓋多元，
包括地球觀測、氣象監測、GPS，以及太空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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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類型分布

註：1.分析期間為2015-2024.03，本資料中上市櫃企業轉投資、國發基金投資資料收錄至2024年第一季投資資料。

      2.不同型態投資者因多數屬共同投資，比重加總超過10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

公司/
公司創投

45件

71.43%

創投

20件

31.75%

國發基金

14件

22.22%

海外投資人

5件

7.94%

活躍的投資人(投資3件以上)

國發基金
萬旭電業股份有限公司、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1 / 投資人分布 國內公司或公司創投（CVC）參與投資45件，比例最高，約占總投資件數
71.43%，件數遠超過另三種投資人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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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
人工智慧領域快速發展，連帶推動航太科技未來商機
人工智慧的介入則使得航太設備設計過程更加科學化、數據驅動，並快速處理和分析大量數據，創

造出更具空氣動力學優勢、更燃油高效、環保性更佳的飛行器

2
衛星技術已成為現代國防戰略重大核心
衛星技術提供精確偵察、導航、定位、通訊和早期預警功能，增強國防戰略的準確性和指揮效率，

全面提升國家國防戰略安全

3
永續發展與淨零碳排，為航太科技投資的重要驅動力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 ATA）承諾在2 0 5 0 年實現營運中的淨零碳排放，促使航空航太產業積極研

發更環保的技術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FINDIT 研究團隊

池嘉敏  / 助理研究員



掃描QR code

看更多臺灣早期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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