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05

青年报记者探营沪上最早的“ 创客空间”

新车间打造科技DIY平台 为创客搭建“ 众创空间”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支持发展“ 众创空间”的

政策措施，指出要构建面向人人的“ 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平台，激发亿万群众创
造活力，培育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青年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带动扩大就业，掀
起“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新浪潮。

成立于5年前的新车间，可以说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的“ 创客空间”之一。青
年报记者获悉：新车间目前已被纳入市科委的“ 众创空间”考评体系。市科委将根
据绩效考评结果，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对上海创客空间给予资金支持。

上周三晚上7点，青年报记者来到东海广场的新车间“ 探营”。
本版撰文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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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来的努力与发

展，上海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 孵化”着处于各种发展阶段

的创业种子。青年报记者从市

科委获悉，上海的创新创业环

境正呈现出三大特色：

国际化：充分发挥上海

的开放优势，特别是上海自

贸试验区优势，更加接轨国

际的营商环境加速形成，为

怀揣梦想、敢闯敢拼的创新

创业者们提供了良好的事业

平台和发展机会。截至2014

年底，上海共有科技企业近3

万家，其中2014年新创企业

近万家；有374家跨国公司在

沪设立研发机构。仅2014年

就有超过万名海归在上海创

业。德国、芬兰、以色列、韩国

等相继在沪设立孵化器、创

新中心。

区域化：长三角地区作为

全球最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

地之一，为上海的创业者提供

了良好的“ 土壤”，也为上海

创新成果辐射区域发展提供

了重要载体空间，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产业正

呈现区域集聚发展态势，区域

协同创新体系加速形成。

市场化：一批有实力的

创新服务机构脱颖而出，树

立了“ 品牌”、建立了“ 口

碑”、创立了“ 模式”，如杨浦

创业中心的“ 杨创模式”孵

化器、盛知华公司的知识产

权 管 理 和 技 术 转 移 运 作 模

式、国内第一个创客空间上

海“ 新车间”等。据不完全统

计，上海拥有覆盖创新链各

个环节的创新服务机构7000

多家，从业人员近40万，科技

服务总产出超过2000亿元。

由旧厂房改建而成的新车间

并不好找，但只要一问路，每个人

都知道它的所在。因为每到活动

日，便有众多男女老少聚集于此。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名 称 ：“ 创

客”。

“ 创客”是指酷爱科技、热衷

动手实践、以分享技术和交流思

想为乐的人群。乔布斯和沃兹尼

亚克可以说是最早的创客。

名为“ 新车间”，真的很像是

一个车间：陈旧的厂房，水泥地、

石灰墙，桌上零乱地摆满了各种

仪器、工具。

晚上7点到了，创客们陆陆续

续进门。除了很多大学生模样的

“ 技术男”以外，还有时尚女青年

和中学生。每周三晚上，是新车间

的公众开放日。新车间会提前在

其网站上公布活动内容，创客们

便慕名而来。

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总是背

着一个双肩 背 书 包 在 一 旁 静 静

“ 旁观”，时不时有创客上前与他

交谈，他的话也不多。这让他看上

去不像个“ 车间主任”，更像是一

个“ IT男”。

“ 新车间是一个创客空间，是

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创客空间

遍布全球，它们都具有实体空间

并采用社区化方式运营。在这里，

大家可以一同开展有趣的项目。”

李大维告诉青年报记者：“ 新车间

既是全国第一个创客空间，也是

全球数百个创客空间之一。尽管

每个创客空间都自主运营，但大

家都秉承着相同的理念———在创

作中寻求快乐。在创客环境中，大

家可以捣鼓新技术，可以与团队

一同协作，也可以参与国际竞赛，

寻找并创造新的机会。”

每月交1 00元，就可以成为新

车间的会员，使用新车间的所有

工具。新车间的会员没有年龄、职

业、性别的限制，只要想玩科技愿

分享的，都可以来。目前已经有

1 00多名会员，勉强维持着收支平

衡。

201 0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

李大维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

创客空间———新车间。

李大维笑言，起初做这个车

间，是为了给女儿玩，因为家里玩

具太多，太太有意见了。此前，李大

维从事的是软件应用的开发，后来

有一段时间打算做个物联网的项

目，这就需要足够多的硬件。随着

家里硬件逐渐增多，太太更加不

满。于是，李大维萌发了开办创客

空间跟女儿一起“ 玩”的想法。在

上海，他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

友，新车间由此诞生。“ 后来我们

决定把这个空间对外开放，让大孩

子、小孩子一起来玩，做出自己想

要的东西。”

上海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林

朔，很早便以私人身份成为新车间

的会员。“ 新车间其实就是一个公

共研发服务平台。现在不是流行烘

焙、陶艺DIY什么的，新车间也是一

样的，只不过这里提供的是给你进

行科创的工具和材料，做出来的是

科技新品。” 林朔告诉青年报记

者。

在新车间，记者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这里的外国人都用中文

名字，中国人都用英文名字。创客，

是被淡化了国界的。

来自瑞典的李欧，5年前因为

微软来到中国。两年前，参与了

wi n8系统的研发。3个月前，他与

合 作 伙 伴 一 起 来 到 了 新 车 间 。

“ 现在人们过于依赖手机，我们

就想做一个小东西，放在办公桌

上 ， 可 以 提 醒 你 今 天 天 气 的 质

量，显示你有没有重要邮件，让

你的生活更方便。”李欧坦言，从

电烙铁到示波器，在新车间，可

以找到一切他想要的工具，以及

梦想：“ 我们刚从深圳回来，联系

了很多工厂，谈硬件制作。”接下

来，李欧和他的伙伴们想开一家

公司创业，把梦想“ 产业化”。因

为合伙人涉及3个“ 老外” 一个

中国人，具体的操作模式还要进

一步跟律师沟通。

在新车间，创客们天马行空

的作品“ 占领”了车间的角角落

落。“ 这是我们会员做的沙发摩

托车、吹散雨滴的空气伞、用自制

3D打印机打 印 出 来 的 3D打 印 机

⋯⋯”新车间的“ 管理”马晓燕是

个志愿者，已义务管理新车间一

年多，她属于SOHO一族，平时负责

组织活动。马晓燕本身也是一个

创客，墙角 处 一 辆 看 上 去 有 些

“ 简陋”的小车，就是她和其他小

伙伴一起做的“ 自平衡车”。“ 我

们的食品打印机，上次打印了巧

克力，但有点不成形，下次打印冰

激淋试试。”马晓燕的建议引来

了众多创客兴奋的欢呼。

“ 自平衡车市面上已经有了，

做的人很多，我们要做的就是通

过不同的创作方式，达到不同的

效果。”把这称为“ 黑技术”的设

计师西蒙忻与马晓燕以及同是会

员的工程师徐天皓从无到有，研

发出了“ 自平衡车”。从电池到陀

螺仪，所有的零部件都是从淘宝

上买来的，成本总共是2500元。

“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

客。创客的东西不一定是技术上

的创新，很 多 时 候 是 跨 界 的 应

用。”李大维举了一个例子：有

个音乐学院的女生，一点技术都

没有，但她有创意。在新车间其

他创客的帮助下，创作出“ 有情

绪的树”。“ 从表面看，这是一

个普通的盆栽。但是，一旦有人

靠近它，轻轻抚摸它的叶子，盆

栽根部的 灯 光 就 会 慢 慢 明 亮 起

来，一直抚摸，还会有中英文的

话语声，树的情绪会随着人的抚

摸逐渐高涨。可一旦停止抚摸，

人 走 开 ， 盆 栽 立 刻 就 安 静 下

来。”但是可惜的是，这个充满

创意的艺术品并没有批量生产。

把各种创意开发成“ 生意”
“ 创客不一定有兴趣会把自

己的东西推出来。”由此，从新车

间走出来的“ 创客”们，自己成立

了公司，负责把各种难得的创意开

发成“ 生意”。

自称为“ 英式新上海人”的罗

莉安就是其中之一。说得一口流利

中文的罗莉安曾经是上海世博会

英国馆的营运总监，这位地地道道

的英国女子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

了1 3年。她创立的“ 凤巢联合创新

空间”就是专门负责帮助“ 创客”

们创业的。

“ 任何创客空间都是一个开

放、包容、热情的地方。在创客空间

玩和学习的人都不会在乎彼此的

年龄、性别、学科、专业背景，只要

你带来一种愿意分享和学习、喜欢

动手创造的合作精神，你就能够找

到发挥你的想象力，提高你创新能

力的机会。”罗莉安告诉青年报记

者：“ 我们做的就是专门促进创客

和公益机构的交流，将有想法的人

和有行动力的人联合在一起，开创

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新智能辅助

科技。”

“ 辅助科技”就是指运用科技

的方法或研究科技的装置，协助老

年人、残疾人，重建或替代他们的

某些能力或身体机能，改善他们的

生活品质。

“ 世博会后，我加入了上海恩

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负责公益新

天地的项目筹备。在做公益新天地

的3年中，我接触到各种公益组织，

感觉到他们服务的人群生活上遇

到的困难。但是，对此有好方法的

小型公益机构很难扩大规模。同

时，我也发现上海有些创客已经在

探索如何通过开源硬件实现一些

能够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智能

硬件的雏形，但是，要将之落地成

为实际项目，仍需要一定的关键资

源和支持。”因此，在公益新天地

正式开园之后，罗莉安决定自己

“ 公益创业”。去年3月，成立了凤

巢联合创新空间。“ 我正在尝试建

立一个更好的帮助公益创业者成

长的环境，为创业者、想法和资源

提供一个接口。”目前，罗莉安的

工作就是专门促进“ 创客”和公益

机构的合作，一起共创智能硬件辅

助科技产品：“ 这些辅助科技产品

涉及范围非常广，包括农业、教育

业、医疗业等，潜力十足。”

罗莉安认为这会是一个“ 双

赢”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帮助创客

小伙伴更好地研发产品满足弱势

群体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促进

公益机构的改革，从传统慈善接受

捐款模式成长为可持续发展、可规

模化的“ 自我造血”项目。

对于年轻的创客，罗莉安建

议：“ 希望他们选择开发能够提升

残疾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辅助科

技产品。不要排除小众需求，如果

从一种通用设计概念来看，也不见

得只是个小众市场。或许以后，我

们日常生活用的产品设计可以更

加‘ 通用’，更加‘ 平等’。”

用商业的方式推广创客教育
作为新车间核心会员，“ 85

后”艺术设计硕士石李珊发现，不

少“ 创客”有想法但不会做。于是，

201 3年，她与李大维共同创立了

一家专 注 于 创 客 与 教 育 的 机 构

“ 小小创客”，将一些来源于“ 创

客”的课件、教程嚼碎，教更多人

“ 玩”。

“ 小小创客的世界里，没有任

何学科的界限，没有任何门类的划

分，我们关注的是想法本身，以及

如何将想法实现。”石李珊告诉青

年报记者：小小创客希望通过“ 创

客”的方式，将“ 创客”开放、平

等、创造的精神发扬，让更多的人

加入开放分享、开源硬件和互联网

驱动的创客运动，推广自己动手的

创客文化，面向“ 新工业革命”。

事实上，石李珊并非“ 技术

型”创客，当年加入新车间也仅仅

是因为“ 懒”。“ 我喜欢养些花花

草草小动物，可这些养起来也不容

易，于是就想找到一种懒人也可以

养好花草鱼儿的方式，后来在网上

搜索到李大维老师有教这个的工

作坊。”于是，石李珊抱着学习制

作“ 鱼菜共生”小系统的目的来到

了新车间，那是201 3年8月。

在新车间，石李珊收获了很多

好朋友。“ 我喜欢做一些有设计感

的东西，会得到这些朋友们的支

持，当时有做过模仿人心跳和体温

的娃娃。当我发现小朋友对心跳娃

娃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时，我更意识

到，只有让冰冷的技术充满人文关

怀，才能让创新真正走进教育和生

活。”

“ 创客”可以在“ 新车间”带

一两个小朋友一起“ 玩”，但其他

小朋友没这个机会，石李珊觉得应

该有一个平台，让更多小朋友有这

样一个玩和学的机会。201 3年底，

石 李 珊 发 起 成 立 了“ Make For

Ki ds 小小创客”，本着创客文化

“ 开放分享”的精神，以“ 让孩子

充分享受创造乐趣”为宗旨，致力

于创客教育推广。

没想到，这样一个课程运行得

非常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进展

神速。值得一提的是，刚开始石李

珊只是想要往“ 创客”教育方向发

展，但由于平台的性质，给了很多

“ 创客”及包括新车间在内的众多

创客组织发展的机会，自然而然地

成了个人“ 创客” 新想法的孵化

器，小小创客起到了“ 创客文化”

与各界交流的桥梁作用。

“ 新车间会更多地在自己的

圈子里玩，小小创客由于需要让更

多小创客成长，帮助好的创客及作

品更好地跟各界进行交流，无形中

在跟各界一起塑造、界定着创客文

化，使之以更亲和大众的方式生

长。”石李珊认为：“ 政府愿意采购

创客组织的服务，这意味着创客及

创客文化已经被主流文化所接受，

这更有利于创客文化在国内的发

展。”

科委：以政府采购形式资助创客空间
“ 新车间里的创客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纯粹出于兴趣的玩家，

另一类是有志创业的人。”市科委

副主任陈杰表示，为了营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市科委决定

把创客空间纳入“ 众创空间”考评

体系。由于上海创客空间的面积都

比较小，考评标准不会照搬孵化器

的标准，而是将根据其特点“ 量身

定制”。

考评揭晓后，市科委以政府购

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对创客空间给

予资金支持。今年的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 上海赛区） 将邀请更多创客参

赛，让创业梦想与资本市场对接。

据悉，上海科委将主导1 00个

创新屋计划。“ 这就相当于扎根于

社区的创客空间，而且上海的很多

学校都在建创新平台、创新实验

室，其实这些都和创客空间的理念

一脉相承，小小创客希望将这些空

间运营得更好，给更多创客提供机

会，造就更多小创客、优秀创客的

诞生。”

上海有7000多家
创新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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