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是美國風起雲湧的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正加速驅動其創新創業能量，或是深圳「創客」

風潮對台灣製造工業帶來的威脅，都顯示出台灣不能置Maker浪潮於外，如何掌握Maker精神、落實發

展Maker及藉由Maker提高我國製造工業與創新創業能量，正考驗著台灣產官學研各界的智慧。

◎撰文／劉麗惠 圖片圖供／法新社、美聯社、黃鼎翔

激勵眾人能量 開創新競爭力

自造運動熱潮掀起 翻轉台灣

近
來許多人會聽到「Maker」

一 詞 ， 中 文 稱 為 「 自 造

者」，是指酷熱科技、熱於分享

與實踐科技的一群人。他們以分

享技術、交流思想為樂，通常有

較強的知識管理能力、有固定群

體，且活躍在穩定的私下聚會，

在其中分享研究成果或作品、展

示其技術細節。他們在交流中聆

聽建議，整合不同知識領域的創

意的，所以通常自造者的作品有

很多跨界合作，許多是藝術、工

程、電子等領域的整合。而他們

帶動的「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不僅能影響國家

與經濟，也為世界帶來無數創意

改變。自造者他們正以科技與創

新，企圖為世界創造全新樣貌。

自造運動興起  

影響力擴及亞洲

很多人以為Maker運動的形

成與3D列印有關，其實3D列印

只是一種工具，與Maker運動並

沒有直接關聯。台灣自造空間

（Maker Space）FutureWard未來

產房創辦人林佑澂（Daniel Lin）

指出，Maker概念原本就存在於

歐美製造工業之中，一直到10

多年前Maker文化被高度重視，

美國從舊金山矽谷開始出現許多

自造空間，慢慢向外擴及其他城

市，之後，此風潮陸續漫延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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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日本到中國大陸的Maker

風潮，也正源源不絕展開，其中

又以日本與中國大陸的浪潮最

具看頭。自2008年起，日本東

京就開始舉辦自造者博覽活動

「Make：Tokyo Meeting」，原本

只是一場小型展覽，但到了2012

年，該活動正式以Maker Faire名

稱舉辦，開始吸引來自亞洲各國

的Maker參加，在會場上展示各

種有趣、天馬行空甚至荒謬的創

意，Tokyo自造者博覽會已成為亞

洲最大的Maker嘉年華會。

如今，日本已出現許多成功

的自造者。例如，2011年成立的

Bsize，以「一個人的家電自造達

人」為理念，發明LED燈、無線充

電器等自造產品，因此榮獲國際

知名獎項如Good Design而受到矚

目；汽車概念設計新創公司Znug 

design創辦人根津孝太原本來在

大汽車廠工作，後來投入自造運

動、成立新創公司，陸續發表多

項產品，之後除設計創新電動機

車「zecOO」外，還與豐田汽車

合作發表「Camatte」小型純電動

車，成為自造者創業成功典範。

深圳創客風潮最興盛

除了日本之外，自2010年起

Maker風潮吹向中國大陸，中國

大陸稱Maker為「創客」，包括

深圳、上海、北京等都開始大舉

掀起創客浪潮。林佑澂說，在中

國大陸政府的政策主導之下，北

京、上海雖也展現了旺盛的創客

風氣，但目前中國大陸Maker運動

發展最好的城市是深圳，不久前

深圳更因為其旺盛的創客趨勢，

被認定為全球最適合創業的5大城

市之一。

目 前 在 深 圳 有 許 多 知 名 創

客中心，包括由深圳矽遞科技

美國總統歐巴馬重視創客浪潮，並參訪舊金山TechShop技術工坊，其提供空間與設備給創
意者，建構出開放自由的協同合作環境。

洲各國。

美國引領全球自造風潮

2005年美國就出現全球第

一本以Maker為主題的《Maker 

Magazine》雜誌，並於2006年

舉辦全球第一場自造者博覽會

（Maker Faire），美國Maker浪

潮快速興起；隨著暢銷書《長尾

理論》作者Chris Anderson出版

《自造者運動：新工業革命》

（Maker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 ）一書，更進一步掀起

Maker驅動新一次工業革命論調，

使Maker受到更全面關注。

至今美國各大城市可見許多

自造空間，並不定期舉辦自造者

博覽會活動，成為全球Maker風氣

最旺盛的國家。有鑑於此浪潮對

提升美國產業競爭力與創業效益

良多，美國總統歐巴馬將2014年

6月18日舉辦的「First-ever White 

House Maker Faire」活動上，將當

天訂為美國創客日（National Day 

of Making），足見美國政府將

Maker變成社會文化運動的決心。

在美國為數眾多的自造空間

中，又以舊金山TechShop技術工

坊最為知名，TechShop除提供空

間和設備給予創意者，該場域同

時也扮演創新交流平台的角色，

形塑自造空間開放分享的氛圍，

建構開放自由的協同合作環境，

進而蓄積出強大的創新能量。

日本Maker規模亞洲之最

場景來到亞洲，包括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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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ed Studio）成立的「柴火

創客空間」、「睿創空間」，以

及與美國TechSpace同名的深圳

TechSpace，其中又以「柴火創客

空間」最受矚目。「柴火創客」

吸納許許多多具備科技知識與創

新力的自造者進入，像是微軟俱

樂部、Android愛好小組、iOS聚

會、SZHAM業餘無線電等團隊，

並且成為美國《Make》雜誌正

式授權的代理商，在深圳已經連

續舉辦了3屆「Maker Faire制匯

節」，吸引全球創客、投資者、

大企業到場尋找創業、投資與合

作的目標。 

第3次工業革命 

激發創意強大火花

當以科技為基礎的全球自造

運動開始興起，向來高度重視電

子科技產業的台灣，應該也要步

入自造者運動浪潮，迎接即將到

來第3次工業革命。可惜的是，一

元素，絕對可以善用此運動來激

發產業發展與經濟效益。

與林佑澂攜手促成FutureWard

未來產房的大同大學設計學院院

長吳志富補充說，台灣在工業設

計上表現優秀，每年都有很多產

品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台灣亦擁

有深厚的傳統工藝基礎，例如台

北興城街裡打鐵街老師傅的技

術，或是花蓮、台東極具文化特

色的傳統工藝等，都是台灣發展

自造運動的優勢。

自造運動3大貢獻  

促使產經競爭力提升 

台灣為何要重視自造運動，

原因在於自造運動可以為台灣經

濟與產業發展提升，帶來多重優

勢，包括提升製造業競爭力，成

為亞洲製造工業試量產中心；旺

盛台灣創新創業能量；以及孕育

具備創新與動手做人才。

貢獻1》台灣邁向亞洲試量產中心

 過去台灣是全球製造工業

尋找產品試量產與代工的重要

地區，但隨著台灣製造業大舉西

移，製造代工甚或試量產的地

位，逐漸被中國大陸深圳取代，

尤其近年來深圳透過自造運動大

幅提升在全球製造工業的地位，

台灣必須更加速推動自造運動，

才能夠迎頭趕上深圳，找回過去

在全球製造工業中的關鍵角色。

林 佑 澂 說 ， 台 灣 自 造 運 動

起步較深圳晚，目前還處於落後

直到近兩年來，Maker運動才在台

灣逐漸開始，至今登得上檯面的

自造空間也僅有一個，即是位於

大同大學校內的FutureWard未來

產房。

FutureWard未來產房內部配

備的科技、製造工具相當齊全，

包括3D列印機、CNC、雷射切割

機、銑床、車床、帶鋸機等，

自造者只要繳交月費，就可以進

駐空間，免費使用所有設備；此

外，未來產房定期舉辦各種創意

與交流活動，成為自造者交流創

新想法的場域。林佑澂強調，整

個場域所提供的機制可以讓新創

團隊在創意發想、創新驗證階段

減少許多經費支出，進而提升台

灣自造者的新能量。

林佑澂進一步指出，台灣自

造運動起步雖然較晚，但是台灣

在工業製造領域具備強大的製造

工藝，也不乏創意十足的軟實力

人才，具備自造運動所需的重要

Maker Faire自造者博覽會活動，在會場上展示各種有趣、天馬行空甚至荒謬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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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但台灣人才多，現在深圳

許多自造者都跑到台灣來找設計

人才，足見台灣若好好推廣自造

文化，未來仍有很大機會超越深

圳，成為全球製造工業試量產中

心，甚至成為世界設計中心。

貢獻2》提升台灣創新創業能量

「自造運動的形成，將成為

提升國家創新創業能量的一股重

要推力。」《自造世代》製片人

暨未來產房共同創辦人楊育修強

調，在工業2.0時代，創業家創業

必須購買製造設備、聘請員工、

行銷產品，需要土地、人力及龐

大資金，但以自造為主的工業3.0

時代，只要有創意的人都可以進

駐自造空間，完成設計創意、設

計驗證到生產製造每一個階段，

只需極少資金就可投入創業。

FUTUREWARD自造者空間共

同創辦人兼體驗製作人楊育修舉

例，他曾在美國自造者博覽會中

遇到一位創業家，她原本只是家

庭主婦，多年來一直在思考，如

果每一雙鞋都可以根據個人腳型

來做設計生產，穿鞋就能變成一

件非常舒服的事情。後來這名家

庭主婦進駐自造空間，上了3D列

印課程，使用3D設備，終於落實

她思考多年的創意，成功創業。

除了個人創業外，自造空

間也可激盪台灣既有優勢產業的

轉型升級。工研院IEK主任蘇孟

宗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電子業

興起，形成紅色供應鏈（在激烈

的產品殺價競爭中，以超低價策

略脫穎而出的廠商所組成的供應

鏈），對台灣製造業帶來很大衝

擊，台灣製造業如要突破此巨大

壓力，應該建立更厚實的創新能

力，效仿美國開創類似TechShop

的創業空間，才能利於我國電子

業的轉型升級。

貢獻3》技職教育轉型孕育人才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萬其超指

出，隨著教育改革將技職教育體

系變成大專院校後，台灣技職教

育逐漸消失，加上大學體系的工

學院教授與學生，過去著重撰寫

論文取得較高考核積分，因此漸

漸減少與製造工廠的聯繫，甚至

有些學校出現完全斷裂的現象，

導致工學院學生不再走進工廠，

長年下來，造成台灣製造業人才

不足，製造業者找不到人才，人

們也失去動手實做的精神。

自造運動的興起，正是翻轉

台灣忽視技職教育的契機。「早

年台灣技職教育體系所培育出的

人才，成就過去強大的製造工

業，台灣應該要積極找回動手做

的精神，再造新一波競爭力。」

吳志富說，大同大學之所以與未

來產房積極合作創辦自造空間，

就希望能夠透過外部自造者的激

盪，讓學生感染動手做的精神。

吳志富強調，在科技推陳

出新的時代中，未來的產業競爭

會更加激烈，學生進入職場後，

不能只是會想，還要會做、會行

銷，透過自造空間中的創業氛

圍，可以讓學生知道怎麼設計、

怎麼製造與銷售。

加速台灣自造風潮  

成功推廣3大關鍵

自造者運動對於提升台灣產

業競爭力、創新創業能量以及孕

育優勢人才都相當有幫助，因而

台灣必須要加速推動自造風潮，

但如何成功推廣，則須著重3大

台灣的自造空間，位於大同大學校內的FutureWard「未來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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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關鍵1》複製美國經驗再革新

台灣自造運動剛起步，要推

廣並不容易。「如果只是把美國那

一套搬過來，台灣的自造空間可能

很容易就變成蚊子館。」楊育修

說，美國社會本就存在動手做精

神，因此在台灣推動，不能完全移

植美國模式，要走出自己的路。

楊育修進一步舉例說明，

FutureWard未來產房剛運作時，

面臨沒人進駐的困境，但他們設

法舉辦有趣的主題活動，成功吸

引人潮；但人雖然來了，想留下

的有限，因此未來產房又以招募

志工換取會員身分的方式，才成

功留下人才。未來他們要主動出

擊，以行動製造車巡迴方式前往

偏遠地區學校，推廣自造運動。

關鍵2》從教育扎根 台灣自造文化

在作法上不能複製美國經

驗，在推廣運動的核心上，要走

出自己的路。林佑澂認為，不同

於深圳一開始就以商業發展為用

途，台灣目標在於成為全球試量

產中心，應該往下扎根，從學生

教育開始，把動手實做的觀念融

入所有人的思考模式中，將自造

變成一種文化素養，才能讓每一

個產業都因自造運動產生質變。

關鍵3》政府政策資源應儘早投入

最後，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將

自造運動變成一種全民運動，需

要資源龐大，有賴政府扮演積極

角色，未來政府應該儘速制定相

關政策、投入相關資源，以政府

資金建立自造空間，並採取補助

方式協助民間成立自造空間，才

能加速將自造運動風氣散播。

綜觀來看，自造者運動已成

為世界發展創新創業、帶動新一

次工業革命的火種，面對這股浪

潮，台灣產官學研各界都須謹慎

關注，積極投入資源，才能為台

灣產業帶來新可能性，在未來建

立更雄厚的競爭力。■

3D列印機興起，成為自造者交流創新想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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