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是一个创客,想要在几天内
把头脑中的一个新想法变成小批量生产
的产品，现在在美国很难实现，但如果你
在中国的深圳却比较容易。”1 月 5 日，在
美国旧金山举行的深圳·旧金山开放创
新交流峰会上，一位外国创客这样描述
深圳对全球创客的吸引力。

“柴火”点燃创客之火

创客运动 2009 年进入
中国，深圳由于具有完整
的硬件创业产业链基础被
称为“全球创客乐园”。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Maker”，
指不以盈利为目标、有独立想法并把想
法变成现实产品的人。创客运动来到中
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却发展迅猛。在国
内，创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三
大城市。

2011 年，中国最大、世界前三的新
硬件孵化平台矽递科技创始人潘昊将自
己位于深圳华侨城的办公室改造成柴火
创客空间，从此开始了创客之路。柴火
空间是个仅 100 平方米的复式开间，会
员们享有定期参加交流分享的权利，来
这儿的人除了软硬件工程师，还有结构
工程师、设计师，其中设计师又包括工业
设计师、平面设计师、UI 设计师，甚至连
投资人也纷纷上门。

柴火空间是创客自由创作的免费去
处，提供免费的工具和辅导。“我做柴
火空间就是希望让有梦想的创客能在那
里碰撞火花，制作东西，这两年这个空
间都是赔钱的。”潘昊曾谈及他打造柴
火空间的目的时说，“深圳这么好的创
客产业链基础，应该为创客们提供一个
没有压力的空间，于是我就自己搞了一
个，目的是让那些有梦想的人有地方实
现梦想。”

从柴火空间已经走出了优秀的创业
者。29岁的王建军就是从这里由创客变
为创业者的。“喜欢捣鼓玩意儿”的王
建军，从小喜欢各种机器人。如今，他
在深圳开办了一个开放的创意实现平台

“创客工场”，专门为热衷创新好玩的创
客提供机器人搭建配套工具、元器件及
3D 打印机等。“以前我们想捣鼓机器
人，工具要自己造、器件也要自己造，
没有专门提供这类东西的商店。”王建
军称，但现在他们不仅为创客提供这样
的专门商店，还开放平台，分享自己的
设计、鼓励创客参与到平台的改进和产
品丰富中来。2014 年，该平台产品年
销售额已有 2000多万元。

潘昊及他的柴火空间不仅为创客提
供自由创意的平台，他还与深圳市工业
设计行业协会联手筹建了深圳市创客专
业委员会，不断推动深圳创客业的发展。

设计优势滋养创新土壤

相比北京偏重艺术、
上海国际化更强而言，深
圳 的 创 客 更 偏 重 产 品 和
创业。

“柴火空间只是深圳近年来创客文
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成功的原因是这里

拥有发达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Tech-
Space 开放制造空间创始人尚松告诉记
者，全国有 20 多家创客空间，相比北
京偏重艺术、上海国际化更强而言，深
圳的创客更有工程师的味道。

尚松指出，深圳的创客更偏重产品
和创业，这是深圳本地的氛围决定的：
制造业发达、快节奏高效率的城市基因，
大量的各类工程师、务实的产品思维等
等，使得深圳供应链完整，尤其对创业者
来说，到深圳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深圳不仅吸引了潘昊、王建军、尚
松等创客精英，也吸引了全球首个硬件
创业孵化器项目 Haxlr8r。Haxlr8r 会
定期选中 10 个硬件团队，投入 2.5 万美
元至 5 万美元不等，把这些团队带到位
于深圳华强北的场地进行为期 111 天的
孵化，并提供交流和指导。

“Haxlr8r 的意义在于国际化视野和
资源。他们带来不同国家的团队，大家
在这里碰撞交流，许多技术和思想最终
留在深圳，作为这个城市、甚至整个国
家创客圈子的宝贵积累。”潘昊说。

“创客是传统制造业与设计业的结
合点，既需要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也需
要创新设计的动力。”深圳市工业设计
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封昌红表
示,在创客所需要的产业要素中，工业
设计是重要一环，这些年来深圳电子制
造业的发展，尤其是手机制造业的勃兴
为深圳带来了丰厚的产业积淀，研发方
案公司、工业设计公司的聚集成为创客
热爱深圳的理由。比如世界 500 强企业
——甲骨文在深圳设有研发中心，这类
企业也开始关注对创客及小微个体用户
的服务。甲骨文中国区云服务总经理叶
天禄告诉记者，甲骨文正在与多个企业
推动战略合作，把他们的公有云服务隔
出“云中空间”，分销给小个体，为他
们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和服务。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主
任郭立民对于深圳对创客的吸引力很有
自信。他认为，仅工业设计产业就在深
圳制造业高端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深圳还是由全球 8 个经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之一，在
2013 年德国 iF 设计大奖评选中，深圳
设 计 界 获 奖 24 件 ， 居 全 球 各 城 市 之
首。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
物流业和文化产业四大产业的发展，
以及生物领域、互联网领域、新能源
领域、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
也具有明显优势。

Haxlr8R 总监、纽约知名创客 Zach
表示，对于硬件创业者来说，深圳就是
天堂，创客们可以在这里林立的“电子
商场”里找到自己想要的零件。

一座城市的“新生”

在加速器和孵化器层
面，我国与国外在商业模
式和服务水平上有较大差
距，要加快深圳创客“走
出去”步伐。

1 月 5 日，深圳市政府组团，首次
以官方名义向海外推介深圳“创客之
城”这张名片。当日，在美国素有“硅
谷”之称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深
圳·旧金山开放创新交流峰会举行，吸
引了 300 余位国际创客及行业推手参
加。峰会上达成一项国际创客合作项
目：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与美国未
来 研 究 所 将 共 建 深 圳 市 开 放 创 新 实
验室。

封昌红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她告诉记者，这是深圳创客和创新生态
首次在国际上亮相，也是深圳打造“创
客之城”的一次具体行动，为深圳创客
与国际创客提供发展合作机遇。

深圳打造“创客之城”的底气在哪
里？深圳市副市长陈彪称，深圳具有完
整的创客产业链基础和氛围，得益于独
特的产业特征和深厚的产业基础，深圳
将科技创新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最终方

向，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正是因为跟
“创客”理念的互相契合,深圳成为了全
球瞩目的“创客之城”。

郭立民表示，深圳是中国首个创新
型城市，积极鼓励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深圳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 60%以上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2013 年深圳全社会研
发投入占 GDP 比重超过 4%，《专利合
作 条 约》 (PCT)国 际 申 请 量 占 全 国 的
48%，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40000家。

深圳已经营造出创客硬件生态，拥
有强大的工业设计力量，加上创客、创
客空间、加速器等逐步在与国际接轨，
深圳创客周等国际化活动吸引全球瞩
目，借助市场之手，深圳在硬件及软件
上均占领了高地。

但还应当看到，深圳创客文化发展
与国外尚存在差距。“首先在氛围上，
在国外无论是社会公共空间和学校实验
室，创客随处可见。”封昌红指出，同
时，国外创客更具创客信仰，从内心深
处热爱创造和崇尚创造，而国内创客则
有些过于追求利益。在加速器和孵化器
层面，国内与国外也有较大差距。

封昌红认为，“创客之城”建设任
重而道远，为了不断营造深圳创客氛
围，加快深圳创客“走出去”步伐，首
先在政府层面应该制定好政策，营造好
创客氛围，让整个城市洋溢着创客的笑
脸。同时行业协会要帮助创客“走出
去、引进来”，推动行业良性有序有质
地发展。

封昌红表示，“创客和创客空间自
身也要有紧迫意识，不断自我完善和提
升，毕竟我们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应该向高端化、国际化看齐，向国外创
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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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哪天开始，“创客 maker”一

夜之间成为最热最红的词儿。从学习理

解到走访调研，从出席巴塞罗那 FAB10

到致力于深圳创客的国际推广，我见证

了许多深圳创客的故事，更亲历着深圳

“创客之城”的建设进程。

2013 年 10 月，我第一次见到了柴

火创客空间的创始人潘昊，创客圈内的

红人。潘昊说他从小喜欢倒腾东西，总

想知道收音机里有什么东东，电视机屏

幕后面藏着什么。这可能就是有成就的

创客的普遍秉性：喜欢技术、好奇构

建，爱造梦、好造物、乐分享。

潘昊告诉我，他第一次来深圳就喜

欢上了这里，“华强北没有买不到的电

子元器件，而且那些店铺老板都特别

好，不仅卖零件给你，还热情地帮忙介

绍制作和生产的人”。潘昊在深圳开办

了一家硬件孵化平台矽递科技，主要客

户都是国外的创客，做的东西也很杂，

有智能可穿戴产品、有机器人，也有遥

控飞机等好玩的东西。

我想，潘昊对深圳的评价反映了为

何深圳被称为“硬件的好莱坞”。在这

里，一个又一个设计师变身创客，为各

种奇思妙想赋型。屌丝派、融一、硕

果、新车间、创新工场等创客及创客链

在这里浮出水面。他们的奇思妙想就寄

寓着深圳的雄心：从“山寨之都”到

“设计之都”，再到“创新之都”。

毋庸置疑，深圳有活跃的创客氛

围，有年轻城市的活力，加上华强北电

子第一街、工业设计优势、创客加速

器、生产制造产业链优势等，是全球公

认的创客天堂。但是，和大多数中国城

市一样，深圳的发展也是从传统制造业

起步，经历高速增长之后面临诸多问

题，尽管人们对深圳戴着的“山寨”帽子

有赞有弹，但转型是深圳的必须选择。

针对深圳“山寨之都”到“创客之

城”的蜕变，硅谷知名营销专家和创业

者彼得·赫什伯格是这样说的：“提起山

寨，可能不少设计师会对它有一种抵触

情绪，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正是山

寨企业可以让中国的创客更容易把雏形

产品转变为大量生产的产品，再加以深

圳强大的产业链辅助，他们将拥有很大

的发展机遇。”的确如此，深圳既有氛

围浓厚的创客空间，又有国际知名的硬

件加速孵化器，还有能够为创客提供小

批量生产的组织，华强北更有不少山寨

厂商“蠢蠢欲动”。这里充满机会，也

不乏陷阱，空气中弥漫着进取，也散发

着狂热，是创客开拓新天地的王国。

我也参与了深圳营造创客氛围的行

动。2013 年，我们在全球规模最大的中

国 （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设立了

创客展区，2014 年举办了国际创客论

坛、国际开放创新圆桌会议，并发布了

轰动世界创客界的 《全球创客深圳宣

言》：“我们崇尚创造，我们信仰创新，

我们乐于分享，我们就是我们——我们

是创客。”2015 年伊始，我随深圳市政府

正式踏上海外推介“创客之城”之旅。

潘昊曾告诉我，希望深圳这座城市

里，到处都有创客空间，KTV 和咖啡厅

也能变成创客空间，只有这样，深圳才

能算是名符其实的创客天堂。这是潘昊

的期盼，也是我的梦想。

（作者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深圳市创客专业
委员会发起人）

从“山寨之城”到“创新之都”
封昌红

在 近 日 举 行 的 青 年 恒 好 公 益 创 业 行 动
（2014） 成果发布会上，首个 《中国青年公益创业
报告》 发布。这份报告是由中国社科院、清华大
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 5 所大学的教授及公益组
织机构的相关专家组成的课题组，根据对国内 144
个公益创业项目的调查问卷，形成的我国首部青年
公益创业报告。该报告主笔、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
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汪忠表示，报告旨在总结中国青
年公益创业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收集公益创业的问
题，并研究相关解决方案，更好地扶持和鼓励青年
公益创业的发展。

公益创业“挑战自我”

曹军是一位视障者，他创办的北京保益互动科
技公司致力于“能让手机说话”，可解决盲人无法
通过触屏打电话的问题，2014 年，公司盈利还不
到 6800元。他告诉记者：“我多支撑一年，就能够
多解决 3 万至 5 万盲人的‘看见’问题。如果我多
支撑 5 年，说不定就能够再多解决 100 万盲人同样
的问题。”

谈及公益，恒源祥 （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忠伟感触很深：“如果我们懂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政
府、企业、社会三方需求的事情，只有让 3 个点交
汇，能量才能够彻底释放出来。”KAB 创业教育中
国研究所所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认
为，青年公益创业的两个难点亟待解决，即对社会
问题的深度关注和公益创业者自身的难题。

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是我国开展公益创业活
动最为活跃的群体。公益创业组织领导人或者创始
人中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8 岁至 30 岁，占受访者的
88%。

重在履行社会责任

21 岁的北回归线爱心协会理事长王方圆曾去
边远贫困地区给小朋友捐书包，但小朋友告诉他：

“我们已经有 8 个书包了。”这让他很感慨：留守儿
童到底最需要什么帮助？在了解边远地区儿童需求
后，他和伙伴们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些贫困地区建立
了乡村图书馆，给留守儿童带来了阅读的快乐。

公益创业因双重属性，比一般创业要艰难得
多。大部分公益创业组织的存在以社会使命为前
提。在参与调查的 144 个公益创业项目中，有 119
个公益创业组织把社会使命或环境保护作为创业主
题。72%的公益创业青年认为，与传统的商业企业
相比，公益创业组织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

调查发现，公益创业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集中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这一方面得益于
这些城市的政府对公益创业的积极引导和扶持，提
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与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有紧密关系，相应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期待专项教育和扶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业学院副院长邓汉慧教授
发现，我国青年公益创业中存在公益创业组织小微
化、创业主体弱势化、公益创业组织市场化运作效
率低、可持续发展性不强等问题。

在接受调查的公益创业组织中，43%的项目虽
然已经启动，但尚未注册法人。公益创业组织普遍
规模较小，启动资金规模大部分都在 10 万元以
下，受访的 144 个项目中，有 113 个的人员规模都
在 30人以下。

公益创业青年希望政府提供哪些创业扶持？调
研 显 示 ， 资 金 支 持 占 80% ， 公 益 孵 化 基 地 占
59%，税费减免占 54%。

日前，台湾师范大学发布新研发的“全景摄影系

统”。据介绍，“全景摄影系统”利用光反射到曲面镜

并投射在影像传感器上的成像原理，只需利用一个

影像传感器及一个镜头，便可同时拍摄到 360 度的

全景影像，未来可搭配应用程序运用于智能手机、行

车记录仪、监视器甚至医学内镜等设备，产品有望今

年上市销售。图为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周文瑞展示

其团队研发的“全景摄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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