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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互聯網興起的「創意自造」的潮流，展現了創意、創新、創業

三創文化，讓構思、設計到試行製作成品或服務的資金門檻已然觸手可

及。為瞭解亞太創新創業推動機制研習、現況與示範園區推動政策，與

其搭配之產業資源整合所引領出的創新創業風氣、環境建構、新創機制

及主題趨勢。本局曾榮傑副組長及張家彰科長協同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創新創業推動組詹德譯副研究員、洪梓容專案佐理

研究員與黃智暐專案佐理研究員於 104 年 6 月 19 日至 25 日，前往中國

大陸深圳參加 2 項創業活動(Maker Faire Shenzhen 與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參訪中國大陸創業相關活動與機構，包括柴火創客空間、

深圳虛擬大學園、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深圳高新區軟件園管理中心等

創業與育成輔導相關機構進行移地研究，考察創新思維和創業育成能

量，期以實際考察所得經驗及蒐集之重要相關資料，作為本局塑造創新

環境、發展創意產業、創業育成、園區運作機制等之參考。 

活動日程表 
地區 日期 訪問機構 接待人員 

深圳 

06/19(五) 台北深圳 

06/20(六)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Maker Faire Shenzhen  

06/21(日)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Maker Faire Shenzhen  

06/22(一)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06/23(二) 
上午 深圳虛擬大學園 管理服務中心 陳阿瑩副調研員 

下午 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 國際交流與合作部 彭小剛副主任 

06/24(三) 
上午 柴火創客空間 李歐亞 空間管理員 

下午 深圳高新區軟件園區生

物孵化器 軟件園管理中心 王輝副主任 

06/25(四) 深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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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近十年間網路的普及率及黏著率提高，使用網路的年齡階層漸趨擴大，涉

及網路的服務內容亦漸趨多元且深入日常生活，因此，全球人際間訊息的高速

流通與交換推升出了一股「創意自造」的潮流，舉凡美國的知名募資網站

Kickstarter 與 Indiegogo，乃至國內的 flyingV、HereO、群募貝果等，均體現了

創意、創新、創業，從構思、設計到試行製作成品或服務的資金門檻不偌以往

高不可及。共享經濟的發酵不僅累積了創意的數量亦提高了質量，系統性的互

享途徑更是緊緊的將市場思維體現在網路上，顯示全球的產業模式正在移轉、

變化，甚至是扭轉推翻。反觀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的角色，軟硬整合的成本

優勢隨著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日漸消彌，如何尋求更強的價值定位儼然已成

為台灣的重要課題。台灣的產業正站在改變的浪頭上，需要通盤掌握愈趨緊密

的亞太經濟體未來走向，尤其可以參考產業特性相似的地區，回頭省視我國推

動創新創業的模式，適當調整規劃養成未來的優勢，並客觀評估威脅與不足之

處，故為瞭解亞太創新創業推動機制研習、現況與示範園區推動政策，本局協

同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派員赴中國大陸參加 2 項創業活動

(Maker Faire Shenzhen 與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參訪中國大陸創業相關

活動與機構，包括柴火創客空間、深圳虛擬大學園、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深

圳高新區軟件園管理中心等，考察創新思維和創業育成能量，另一方面增進創

業機構交流，強化國際鏈結，最後並期能將亞太地區見聞回饋予台灣創業團隊，

達到推波助瀾之效，並期以實際考察所得經驗及蒐集之重要相關資料，作為本

局塑造創新環境、發展創意產業、創業育成、園區運作機制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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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參訪行程 
地區 日期 訪問機構 接待人員 

深圳 

06/19(五) 台北深圳 

06/20(六)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Maker Faire Shenzhen  

06/21(日)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Maker Faire Shenzhen  

06/22(一) 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06/23(二) 
上午 深圳虛擬大學園 管理服務中心 陳阿瑩副調研員 

下午 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 國際交流與合作部 彭小剛副主任 

06/24(三) 
上午 柴火創客空間 李歐亞 空間管理員 

下午 深圳高新區軟件園區生物

孵化器 軟件園管理中心 王輝副主任 

06/25(四) 深圳台北 

 
二、 參訪紀要 
(一) Maker Faire Shenzhen： 

1.從山寨到創客，深圳力求轉型之路 

深圳是快速複製大廠產品的山寨之都，該地擁有完整的工廠產業鏈，從日

常民生用品到電子產品，能在短短幾天之內做出山寨產品。然而這幾年，深圳

力求轉型，希望能從山寨的「跟隨」轉化成創客的「領航」。我們在 Maker Faire

深圳場可以看到許多提供快速試製的廠商，其中最有名的應該就屬同時也身為

Maker Faire 深圳場主辦單位的矽遞科技(Seeed Studio)， 該公司能快速替新創

公司進行小量且獨特產品製程，目前吸引許多歐美的公司與其合作，並在國際

的群募平台大放異彩，在活動現場也提供許多合作的產品，其對象從文創商品

到電子產品皆有包含。會場中也不乏許多知名大廠，例如：Intel、Microsoft、

Texas Instrument 等等，這些國際級大廠則是展示了以其原有零組件加上新創團

隊創意的產品，希望能吸引更多 Maker 使用該公司的零組件進行創意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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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創客在展區中展示並說明產品。 

2.Maker 文化從教育做起 

場館攤位也包括大廠展示晶片零組件加上小學生創意所產生的新形態產

品、針對小學生、中學生等制定的課程，包含機器人組裝及 3D 列印設計的課

程等，以補習班課程的方式進行販售。及大學創新課程或育成單位所包下的獨

立展示攤位展現成果。可預見深圳 Maker 文化精神及友善教育深耕在各個年齡

層。 

 

 

 

 

圖 2、會場參展者眾多，腹地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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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各種不同的教學展示，包括水果電池及自由組裝的機器零組件 
 
 
 
 
 
 
 

 
圖 4、展場中的活動最高潮-機器人格鬥賽 

3.小結 

Maker Faire 深圳場最主要目的是讓國際創客看見深圳當地的產業供應鏈

已經完備，中國在過去普遍教育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尚有許多基本教育與建設

問題需要被解決，而 Maker Faire 就是一個很好的議題，透過國際熱燒議題邀

集國際的專家與創客進入深圳，再結合國家政策作為基礎建設的敲門磚以獲得

中央政府的直接扶助，同時藉由專家與創客的活動勾勒出教育的藍圖，計畫性

地讓深圳被中國看見、也被世界看見。 

(二) 深圳虛擬大學園及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 

1. 深圳虛擬大學園 

(1)知名學府虛擬化 

據訪談瞭解，中國深圳的發展集中在近十年，惟當地並無明星學校，再加上政

府資金補助不足，經濟發展並不如預期樂觀，與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的差

距仍大。中國政府大力推行「創新創業」，而深圳的硬體製造可提供許多需要

小型試量產的個人、廠商，並配合興建大樓及設立園區，鄰近香港而吸引了內

地年輕人到深圳工作，凸顯出教育資源的落差。故深圳當地政府為解決這個問

題，強力邀請各地知名大學，包含北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共 39 間學校，在深圳設立虛擬的分據點，

供以學程的方式進修取得學位，同時也可配合工作園區，在企業內實施授課，

以落實提升深圳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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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於深圳虛擬大學園進行深度訪談 

(2)策略性強化產學連結 

大學虛擬化是中國政府為結合中央與地方單位推動的教育政策，每年定額

補助 200 萬人民幣，希望透過高等教育作為地方產業的火車頭及產學的緊密聯

絡，直接在企業內部植入學術思維接受業界實際的檢視、驗證與修正。另虛擬

大學園營運模式創造出現地頂尖大學突破距離的少見光景，幫助學員進行跨

校、跨領域間的溝通，提升合作效益。 

 

 

 

 

圖 6、虛擬大學園的招生簡介與上課場域 

(3)小結 

創業生態圈的發展，透過參訪虛擬大學園與實地觀察後，了解創業網絡的

驅動必須與當地的政治、教育、經濟、文化背景綜合考量，虛擬大學園除可提

供學員課程學習外，並可相互介接持續提供許多研發量能，同時配合環境特

性，改變產業的未來。 

2. 深圳大學創業園 

  

  



6 

(1)團隊選擇與資助 

創業園每年都會舉辦評選會，約有 100 多個團隊申請此項目。該評選會分

三階段，第一階段由書審選擇 30-50 組團隊；第二階段由外部創投家或業界人

士組成評審會，評估團隊發展的可行性及所需資源，第三階段則是由校內委員

會評估每個團隊可行性確認提供資源。 

校內所提供的資源包含場域與資金，場域的部分可容納 30 家企業，每個企

業最多可申請進駐三年，而資金目前最多一組補助 12 萬人民幣。團隊入駐後

在期中及期末依團隊成果進行評估是否接續發放資源。然近年來發現團隊在創

業品質上並不理想，故刻正規劃 Maker Space，讓學生由創意、創新發展到創

業。 

(2)校內、外資源整合 

創業園的角色比較偏向於行政協調與安排，輔導資源是由校園出資邀請外

部專業人士協助團隊進行創業相關輔導，而在交流活動方面會邀請學校的創業

相關社團或校外的創業協會進行沙龍式的交流。創業啟蒙目的在於激發學生的

創業熱情，創業通識則是教導學生在創業路上的基礎之能，最後則是針對不同

創業領域進行專業式的課程。未來並擴大到深圳附近相關高等教育學校的學生

都可來使用該園區的資源。 

 

 

 

     
圖 7、深圳大學創業園的創業活動與團隊展示牆 

(3)小結 

深圳大學與學生對創業的角度與高度不同，深圳經濟發展階段目前不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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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有許多創業團隊提供的服務，在台灣已是既有的商業模式，如快遞外送服

務 APP、深圳旅遊 APP 與媒合平台、人力資源與工作機會媒合平台，雖然有

差異，但只要在正確的時機點提供嶄新的服務，就可吸引足夠消費者提供獲利

模式。 

反觀台灣類似的服務類型及商業經營模式均類似，在基本用戶數較少的局

面下，如果團隊沒有思考差異化，面臨的創業環境相形更為險峻，故必須促使

台灣的團隊往國際市場邁進，跳脫舒適圈，用宏圖的思維、實踐創業的夢想。 

(三)柴火創客空間 

1.自造者的發跡平台 

柴火創客空間意謂“眾人拾柴火焰高”，為創新製作者（Maker）提供自由開

放的創作環境，鼓勵跨界的交流，促進創意的實現以至產品化。空間內提供了

相當多的 DIY 材料與設備，在小小約 15 坪左右的空間，設置了 3D 成型機、

掃描機、焊槍等許多基本儀器，利用手作將概念實現完成原型，並可透過柴火

引介深圳的軟硬體廠商進行小量量產，從創意、試作原型、修正概念到小量量

產，一條龍的服務模式，讓柴火創客空間成為最強力的自造者推手。此外，深

圳本身已經坐擁相當質量的軟硬體製造商，柴火表示未來將持續致力於提供最

單純的自造者空間，因為這才是柴火在深圳的價值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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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在柴火創客空間完成原型，並經過測試後進行小量量產販售 

2.小結 

綜觀柴火創客空間是由幾位年輕人組成營運，利用空間創造氣氛，用氣氛

感染創業家，再用創業家的熱情培植文化，最後在回饋予空間形成正向循環，

此一模式仿自美國的創業加速器，但與國際創新創業單位定位不同的是，柴火

將文化培植的起跑線拉的更前面，因為深圳推行創新創業的時間並不如美國

久、亦尚沒有比美國深，所以將輔助內容自幼稚園到大學均有完備設計，以類

課綱的概念為不同年齡層提供不同的協助，在在應用了從國際創新創業的潮流

中學到的手法，甚至背後可看見更多的適性調整與努力。 

(四)深圳高新區生物孵化器 

主要扶植產業為成立 24 個月內的團隊，可在園區內進駐 5 年，單位內提供

研發用實驗室、諮詢培訓服務及各類認證的申請等，其中培訓內容分成一級孵

化及二級孵化，一級孵化是進行研發及技術創新，二級孵化則是將一級孵化的

產品進行中量到大量試製。園區角色十分鼓勵園區內團隊互相合作，包含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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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相借用及技術搓合等。 

目前軟體園與生物孵化器的輔導與媒合機制已相當完備且齊全，進駐廠商

已呈現滿載，目前園區內的產值仍以內銷為主，未來如何接軌國際將是一大課

題。 

 

 

 

 

圖 9、深圳高新區生物孵化器外觀 

參、 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訪深圳兩個創業活動及四個政府與民間創業機構，除了上述各節的小

結之外，另歸納整理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心得： 

1.大陸深圳與台灣 maker創業心態積極度不同 

大陸 maker 積極度及競爭性較台灣高很多，故對於創業資源的自主搜尋及

積極建立合作的關係，非常急迫。反觀台灣 maker 是玩創意，還沒想到後

端產品試製及創業，心態不同。 

 

2.大陸深圳創新生態體系完整 

深圳過去為大陸電子零組件發展重鎮及所謂「山寨」產品，目前更將山寨

特色文化升級為品牌，且結合軟體互聯網及社群平台工具，及硬體電子零

組件上下游完整資源，發展出大陸深圳創新生態體系。 

 

3.台灣優秀創新人才將逐漸被大陸吸收 

本次 Maker Fair博覽會有許多台灣優秀團隊參加，且重點觀賞項目之一「機

器人大賽」絕大多數為台灣團隊組隊，顯示台灣創新想法及產品仍有競爭

力，惟市場及資源考量將逐步往大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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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政府單位應整體思考從創意到創業各階段資源的整合 

國內產學研單位可借鏡大陸在學校專利及研究成果媒合之作法，並提供充沛

的資源及整合平台，從 Maker、產品試製到創業茁壯，讓不同階段的團隊皆

能進入平台得到需要的協助，並留住台灣高科技創新人才。 

 

2.科學園區可著重「製造到創造」氛圍的塑造 

為落實園區創新轉型，形塑「製造到創造」氛圍，如 3M 公司工時 15%free

創意企業文化及提供園區工程師發揮創意的空間，並提供政策工具協助，整

合研發機構儀器設備量能，成立數位製造中心協助試製並與經濟部快速試製

中心整合，及建置園區 maker space；進而帶動出符合產業需求的進一步合

作，甚至引出創業契機或企業 spin off新創公司。 

 

附錄一、2015 Shenzhen Maker Week 及 Maker Faire Shenzhen簡介 
一、2015 Shenzhen Maker Week簡介 

深圳市的人民政府為打造國際創客中心，於 104/6/18-6/22 舉辦「2015 深圳

國際創客周」(Shenzhen Maker Week)，活動中共有 210 個創客團隊、60 個國際

創業機構參展；綜觀來看，深圳現已具有完整的電子製造和互聯網產業鏈，亦

不乏深厚的研發實力，在在為創客提供了相當具有潛力的發展空間，亦漸成為

中國國內與國際創客最喜歡聚集的城市之一。 

本次活動主軸設定在創新啟蒙(Inspiration)-如何啟發人們的創造力，讓他們

成為創客；創客本質(Passion)-創客精神和創客本質，從想法到實現創意的心路

歷程；協同創新(Synergy)-通過整個生態系統的協同合作，創客的創意將有無

限的發展可能，包括跨界合作和創業等。工作坊部分安排了許多創客的入門教

學，如：空氣砲、銲錫電路板、LED 燈光控制、自組機器人、3D 列印教學等，

目標是讓手作成為流行，讓創客變成一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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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活動現場及工作坊中的機器人組裝教學 

 

二、Maker Faire Shenzhen 簡介 

制匯節（Maker Faire）原是由美國的《Make》雜誌所發起舉辦，希望鼓勵

大家都能夠成為 Maker，發揮自己的熱情及想像力，進而從中找到下一個革命

性的產品。第二屆 Maker Faire 深圳場在深圳南山區軟體創業基地開展，南山

區軟體創業基地的規劃如同台灣的南港軟體園區，但除了大型公司之外，在這

個規劃區裡，也包含了小型新創、創業育成加速器或是創業育成中心。Maker 

Faire 深圳場利用了南山區軟體創業基地的所有街道，進行封街展覽，該活動

此次的參與人數高達 26 萬人次。制匯節主要內容為舉辦創客市集，共設立 200

個展位，召集知名創客團隊和創新型企業加入，集中展示來自全球、範圍涵蓋

軟硬體、穿戴式裝置、機器人、3D 列印等領域的最新創客作品；同時，並邀

請參展的優秀團隊解說創新產品，現場展示機器人舞蹈表演、飛行器飛行錄影

等專案，並藉由創客主題論壇、主題表演秀等活動，尋求市場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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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Maker Faire Shenzhen 的新創團隊展區 

 

附錄二、深圳虛擬大學園及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簡介 

(一)深圳虛擬大學園 

    深圳虛擬大學園建立於 1999 年，是深圳市政府為促進國內外名校、

科研院所與深圳的市場環境優勢相結合，進行科技成果產業化、中小型科

技企業孵化和高端人才培養，依循市校共建模式而成的產學研結合創新園

區，更於 2004 年 5 月被廣東省科技廳籲為「廣東科技人才基地」，目前累

計培訓各類專業人員已超過 10 萬人次，其中培養博士千餘名、碩士超過

兩萬七千名；另為提升深圳的創新能力，2004 年深圳虛擬大學園依託成員

院校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啟動平台建設，設立研發機構 88 家，涉及電子資

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機電一體化、精細化工、環保等與深圳產業發展

緊密的產業，紮實融入深圳市自主創新體系。 

(二)深圳大學學生創業園 

    深圳大學創業園起源於 2009 年，場地有 2,000 平方公尺、可容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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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業。此創業園協助大四以上、碩博士生及畢業一年內之畢業生進行創

業，每年提供總額約 200 萬人民幣的資金。創業園的目標不再希望團隊能

夠回饋校園，而是希望能夠培養出創業人才。深圳大學於 2009 年 7 月開

辦學生創業園區，地點位於深圳市南山區高新科技園內，直至 2010 年，

學校為加大對創業園的投入力度，將學生創業園搬入校內，提供 32 組學

生創業企業入駐，新園區設有會議室、洽談室、閱覽室、多媒體教室等，

功能齊全。其申請資格包含畢業一年內之畢業生、研究生、大四以上之大

專生，提供了一個開創創新和創業實踐活動的平臺。主要輔導團隊包含科

技創新類、具有市場潛力和競爭力、並在商業模式上有特色和創意的學生

創業項目。 

 

 

 

 

圖 12、深圳大學創業園的創業基金公布說明 
 

 

 

附錄三、柴火創客空間及深圳高新區生物孵化器簡介 

一、柴火創客空間 

「柴火創客空間」為創新製作者（Maker）提供自由開放的協作環境，鼓

勵跨界的交流，促進創意的實現以至產品化。空間提供基本的原型開發設備如

3D 印表機，鐳射切割機，電子開發設備，機械加工設備等，並組織創客聚會

和各種級別的工作坊。「柴火創客空間」創辦人潘昊被譽為深圳硬體創新的幕

後推手，他在 30 歲前就在深圳建立了製造公司-「Seeed Studio」，為單小量少

的新創公司進行原型製造。然而，潘昊不甘於僅作製造，而是希望能夠而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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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製造到投資的一條龍企業，因此成立「柴火創客空間」，尋找有創意、

有潛力的創業團隊入駐，並成立 HAXLR8R 創投，把深圳具有潛力的新創公

司帶到美國矽谷募集資金。 

 

 

 

 

 

 
圖 13、柴火創客空間提供的機具與產品展示 

 
 

二、深圳高新區生物孵化器 

深圳軟體園區主要協助園區內新創公司招募人才與資金等資源及媒合校園

與產業的研發合作等作業，輔導領域包含 IT 及生物兩個產業，IT 公司主要為

軟件設計及電路設計，而生物領域相關產業含製藥與醫材領域。「深圳高新區

生物孵化器」2004 年成立，目的是發展生物醫藥相關產業。該單位提供兩種

不同發展階段的育成服務，第一種為早期輔導，以科學研究開發和產品技術創

新為主，第二種則是將早期輔導的產品進而商品化，並完成產品的臨床、產品

申報及獲取相關資格證書等工作。運行 10 年來，生物孵化器累計育成企業 86

家，已開始成立公司並自立門戶的企業 23 家，目前還在育成的企業 53 家。該

單位的服務包含專業諮詢服務、人才媒合、硬體設備提供及小量試製服務等，

滿足新創團隊軟、硬體多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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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高新區生物孵化器外觀及 
      軟件大廈管理中心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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