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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战略部署，对创客运动的引领作用显著。创客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和

发展，要归功于美国政府在支持创客创新创业方面的重要举措。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经验，加强相关

政策措施，大力培育创客文化，加强创客项目、平台和资源，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全社会

创新创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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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球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创新创业的

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以美国为引领和代表的创客

（Maker）文化逐渐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

全球创业网络与全球创业发展研究所联合发布的

《2016 年全球创业指数》显示，在被评价的 130 个国

家中，美国拔得头筹 [1]。 创客运动在美国的蓬勃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创客文化和创新创业的

政策支持。

国内外关于创客及创客文化的研究是近年来

才开始的。相关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视

角。第一种视角是从历史的角度探究影响创客运动

的因素；第二种视角是对创客及自己动手（DIY）

进行的概念性框架分析；第三种视角是对具体创客

空间进行的实地调研 [2]。关于创客运动的源起和发

展，创客基金会的创始人尼克·法尔（Nick Farr）

将创客运动归结为三波连续的发展浪潮：第一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美国开始，创客开始创建一些

创客空间，并不断推动创客运动发展；第二波受到

欧洲创客空间发展的推动，政府的支持和公众的信

任使得创客空间以更可持续、更正规的方式发展；

第三波是世界各地更多创客空间的涌现 [3]。

 我国创客运动始于 2010 年上海“新车间”的

成立。目前全国创客空间已超过 2 000 家 [4]。当前， 

我国政府正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做出重要部署。特别是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

众创空间专业化发展，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的服务。这些政

策措施对我国创客文化的形成有望产生巨大推动作

用。对政府而言，如何营造和促进创客文化，调动

全社会力量参与创新创业，对于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仅探讨美国创客文化兴起的

技术因素，还强调政府在支持创客文化、推动创客

运动方面的政策措施，将创客这一新生事物放在更

广的政策视角下来探讨，追溯创客运动如何在美国

兴起和发展，并重点从政府的政策支持、计划项目、

创新生态、资源条件和平台建设等方面探究政府在

促进创客和创客运动方面的积极举措和作用，以期

为我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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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创客运动的兴起及技术因素

2.1　创客及创客运动

创客一词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笼统地讲，创

客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

实的人。创客群体酷爱科技，热衷实践，喜欢自己

动手，因此，创客文化可以说是 DIY 文化的延伸，

但其中糅合了更多的技术元素。今天的 DIY 模式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技术的进步、设备的数

字化和小型化等因素，DIY 已经演变成了创客文化。

创客一词是 2005 年由美国奥莱利传媒的戴尔

·多尔蒂（Dale Dougherty）提出的。奥莱利传媒

在 2005 年创办了 Make 杂志，并于 2006 年开始主

办一系列“创客节”（Maker Faire，也称“创客嘉

年华”），展示创客的杰作，推广创客文化。2012

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撰写的《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出

版。随着该书的热卖，创客群体吸引了社会各界的

目光。著名创客空间 TechShop 的创始人马克·哈

奇（Mark Hatch）在其《创客运动宣言》中提出，

美国正在进入一场小规模小生境制造（small-scale, 

niche manufacturing）的革命 [5]。

2.2   创客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

美国拥有大量创新、创造和创业者。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3D 打印、激光切割、

便于使用的设计软件、台式加工工具等出现并迅猛

发展，创客群体迅速发展壮大。美国出现了许多地

方性的创客空间，每年都有各种类型的创客展，全

美各地“草根创新”日益活跃，有人称之为“创客

运动”（Maker Movement）。创客运动的兴起大大

推动了美国的创新创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创

客运动及创新创业对就业的贡献明显，初创企业就

业人数占到美国总就业人数的 3%，占新增就业机

会的近 20%。美国各地区域创新集群的数量迅速

增加，特别是一些创新“热地”的出现受到了世界

瞩目 [6]。2010 年以来，美国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

超过了欧洲、日本和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 [7]。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加州理

工学院，美国已有超过 150 所高校推出了有关举措，

支持创客和创客运动。英特尔、谷歌、微软等技术

企业也不断开辟新的创客空间，旨在加强创客之间

以及创客与企业的联系。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在

开办创客空间、开展创客活动方面表现活跃。近年

来大大小小的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

些创客空间将具有共同志向的创客聚集起来，开展

研究，分享工具和经验，互相学习。美国的创客空

间多数是注册的非营利机构 [8]。典型的创客空间包

括全国性的创客空间网络技术商店（TechShop），

免费的汽车创新在线工作空间洛克汽车公司（Local 

Motors）以及众筹平台 Indiegogo 和 Kickstarter 等。

创客节等专门针对创客的大型展览活动大大

推动了美国的创客文化。创客节是一项庆祝创客运

动的大型展览，是社会各界都可参加的发明、创造

和智慧的展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聚集一处，

展示和交流他们的发明创造和学习体会。2006 年

第一个创客节在加州圣马特奥市（San Mateo）开幕。

此后创客节越来越热闹，仅 2014 年就举办了 131

场活动，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 150 万人参加。2014

年第九届湾区年度创客节有 1 100 名创客和 13 万

参观者参加。另一项旗帜性活动是纽约世界创客节

（World Maker Faire New York）。该创客节在五年

时间里发展成了一个有 830 多名创客和 8.5 万人参

观的大型活动。在亚特兰大、底特律、堪萨斯城、

密尔沃基和奥兰多等地还举办一些小型的创客节活

动，旨在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的热情。

2014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办了美

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规格“白宫创客节”，自那

以后，创客节进入白宫。奥巴马多次接见利用新工

具和技术创办企业，学习重要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STEM）技能的学生以及创业者和普通公民。

近年来“白宫创客节”每年都能吸引来自美国几十

个州的数百位创客，有大量创客成果在白宫展览。

自 2015 年起，美国又推出白宫“创客周”，举办“白

宫演示日”，展示全美的创业成功故事，宣传联邦

支持多元社区创业的新举措 [9]。白宫对创客活动的

引领对于倡导创客文化、支持创新创业、促进“草

根创新”起到了风向标作用，创新创业在全美各地

蓬勃发展。

2.3   创客运动背后的技术因素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讲，近年创客及创客运动的

蓬勃发展源于三个方面的推动力。

第一是用于设计和制造的新型数字工具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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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 3D 打印机等。工业设备的计算机化已有数

十年历史，如今这些工业机器和设备大都趋于小型

化，并且可以通过电脑控制。激光切割机、3D 打

印机、3D 扫描仪等台式制造工具已经由昂贵复杂

的大型工业用工具变成适合个人使用的小型工具，

成本也相应降低。这些新兴技术为创客的创新创造

提供了新机遇，便于他们将新创意转变为新设计、

新产品，创办新企业，并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和发

展未来的产业。

第二是技术设计中协作创新的普遍化。随着

创制工具的数字化，设计过程也随之数字化，且设

计成果可以在线分享。创客可以在网上挖掘可以利

用的开放源，与其他社会力量协作，同时也可通过

Kickstarter 以及 Indiegogo 等众筹网站筹集资金。在车

库或地下室里自己摸索的独立创新模式已经变成了

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网络开展合作的协作创新模式。

很多大学把创客空间引入校园，创客活动与教育更

加紧密结合，学生创客活动更加活跃。协作创新的

普遍化与创客空间的迅速增加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第三是代工模式的新变化促进了创意向产品

的转化。仅是发明出东西还不够，新创意还必须

能够走向市场。这就意味着必须批量生产。以前

批量生产是拥有工厂的人或者有钱委托工厂代工

的人才能够做的事。这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洽谈，

且本人需要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等地的制造厂，并

要有一大笔开销。而今天，由于数字化生产和设计，

工厂在网上就可以找到和接洽，工厂可以在线接

受任何人委托的任何规模的订单。中国等地的工

厂提供了非常灵活的代加工服务，支持在线下单、

在线支付，简便快捷。同时，Shapeways、Ponoko

和 i.materialise 等新兴公司开始专门提供数字制造

服务，任何人都可以在高端工业 3D 打印机或计算

机控制的铣床上租赁机时。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创客的新创意变成

现实产品的过程更加便利，自下而上制造模式的出

现，使得创客群体迅速扩大，创客运动蓬勃兴起。

3　美国政府支持创客及创客运动的举措

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学生创业和“草根创新”，

对创客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

奥巴马执政期间，创客的数量显著增加，创客运动

的范围迅速扩大。奥巴马呼吁，要培养和支持下一

代美国人成为创客，而不仅仅是作为消费者。联邦

各部门支持创新创业的举措大大推动了创客文化的

形成和发展。在政府的引领和倡导下，大学、非营

利组织以及企业不仅成为创客运动的推动者，也是

创客运动的主体和参与者。

3.1   以创新战略为引领，大力倡导创客文化

美国政府发布并两次更新《美国创新战略》，

发起了“创客之国倡议”，在引领和促进美国创新

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创新战略》高度

重视创客创新，大力支持创客运动，强调要通过支

持创客文化来充分挖掘创新者的聪明才智。《美国

创新战略》指出，创客运动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创客运动有助于增加学生的广泛参与，

激励学生积极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

活动，使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焕发活力；

第二，创客运动有助于成年人获得工作所需的

新技能，例如设计和先进制造领域；

第三，创客运动有助于降低硬件和产品制造领

域的创业门槛，同时，云计算和开源软件等可以降

低创建互联网公司的成本；

第四，创客运动有助于新技术开发，并且可以

加快从概念到产品的时间。

为此，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建立由联邦各部

门、企业、州和地方政府、大学、图书馆、博物馆、

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等组成的联盟，以增加社会

各界人士参与创客运动的机会，提高创客项目的数

量，帮助创客创业者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促进联邦

机构与创客空间和创客之间的合作。从 2014 年发

起“创客之国倡议”开始，“创客节”“创客周”“白

宫演示日”等活动进入白宫，美国政府在全美掀起

了一轮创客创新创业的新浪潮。美国政府希望通过

支持创客和创客文化，激励更多人成为创客，支持

“草根创新”，促进广泛的创新创业及经济增长和

繁荣。

3.2   保持对专项技术计划的长期支持，专门设立创

　    客创新项目

美国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卫生与公共服

务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农业部、国家航空航天局

等 11 个联邦部门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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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向小企业提供资助。

这笔资助大约为每年 25 亿美元。在此基础上，近

年来，联邦各部门为支持创客活动推出了专门的计

划和项目，特别强调通过支持创客活动推动先进制

造业发展。一些联邦部门设立专项，支持可供创客

利用的的设计工具、原型制造等新一代技术开发。

以 2015 年为例，美国国防部发布了 30 个创客

技术课题，如耐熔金属器件的低成本制造等。国家

科学基金会征集了包括有助于 3D 打印等分层工艺

的创新技术。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课题包括 3D

打印机塑料的回收、改造和再利用等。农业部启动

了两个项目，旨在刺激大学和中学开展农业技术开

发和创造。这两个项目面向社区学院和中学生，支

持农业研究服务局现有技术的商业化和原型制造，

希望推动食品、农业、自然资源、乡村发展、营养

等领域的农业技术开发和创业。

3.3   支持创客创新创业，帮助 DIY 向“美国制造”

　　转变

美国商务部、小企业管理局、专利与商标局

（USPTO）等部门不断推出新举措，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支持创客创新创业，以帮助创客的 DIY 活

动向产品转变，进而向“美国制造”转变。商务部

下属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通过制造业

推广伙伴关系计划对新创公司提供支持。国家标准

技术研究院制造业推广中心遍布全美 50 个州，每

年可以向 3 万多家中小制造企业提供各类服务。这

些制造业推广中心为从 DIY 起步的创业者提供帮

助，并为想扩大生产的创业者与制造商合作牵线搭

桥。制造业推广伙伴关系计划下新建了一个专门的

中心，致力于帮助小设计者和创客接触并利用地方

制造企业，以扩大生产，同时还教他们如何创办制

造企业。

小企业管理局通过支持创业加速器帮助创客

创业。小企业管理局一直致力于资助加速器，还承

诺资助非传统创业加速器，包括以硬件和制造业新

创企业为重点的加速器。为使创客成为发明者，小

企业管理局还加强了与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合作。

2014 年，小企业管理局宣布通过 250 万美元的加

速器扶持资金，鼓励社区在其区域创业战略中着力

发展创业加速器和支持创业者的创客空间。为支持

创客人数的增加和发展，小企业管理局提出美国供

应商倡议，针对创客及其创办的小企业面临的市场、

资金和能力三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专门培训。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在底特律、丹佛、硅谷和达

拉斯设立了地区办公室，这些办公室为创客提供了

更多便利。2014 年，该局的四个区域办公室开始

面向创客和创业企业开通专门的咨询热线。美国专

利与商标局还发布详细的指南文件，就专利和知识

产权问题向创新创业者提供指导，并在全美举办一

系列路演宣传，帮助创业者了解知识产权体系。另

外，美国专利与商标局通过举办暑期培训班等活动

培训年轻创业者开展发明创造，让初高中教师了解

知识产权。该局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合作为

学生开辟创客空间 [10]。

3.4  提供资源、平台和条件，激励和培养更多学生

　　成为创客

美国政府致力于为学生创造便利条件，使之更

容易利用必要的工具、接受导师辅导并有可利用的

创客空间。超过 13 个联邦部门都采取了相关举措，

支持创新创业，扩大创客空间，支持学生成为创客。

国家科学基金会强调扩大与创制（Making）有关的

研究机会，以推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

创新发展。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增材制造方面进行了

战略投资，促进了 3D 打印、计算机辅助设计、图

形建模和嵌入式系统等方面的创新。国家科学基金

会一贯支持科学和工程研究的结合，包括支持大量

工程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心，这些举措有助于学生和

教师参与制造过程，开展创新创业。2015 年国家

科学基金会举办了由研究人员和业内人士参加的创

客峰会，将创客空间、工程学院、教育界、图书馆、

博物馆和制造业的代表召集起来，共同研讨和推动

创客文化。

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其“导

师 2 计划”（MENTOR2 Program）支持佐治亚理工

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院校开发新的教学材料，帮助

学生掌握设计、原型制造和产品评估等方面的新工

具，使学生能够深刻认识现代电机系统并根据需求

的变化进行系统调适。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还推

出试点项目，帮助创客和创业者了解机器人技术领

域的新动向。

为了帮助学校建立更多创客空间，美国教育部

发起了“改进挑战”计划（Make over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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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将用于职业和技术教育的教室进行改造，以

满足 21 世纪制造业的需求。美国教育部和私营部

门一道，首先启动了面向社区学院和高中的“职业

和技术教育改进挑战”。州和地方教育机构可以通

过竞争获得技术资助，用于支持职业培训、设备或

技术，以改进和升级职业与技术教育设施。美国教

育部还通过 21 世纪学习中心（21st CCLC）计划支

持创客活动。美国教育部向 21 世纪学习中心提供

技术援助和职业培训，支持学生在课后和暑期开展

创客活动。另外，美国农业部与私营部门联合提供

必要的资源和培训，以激发农村地区学生发明创造

的积极性。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2014 年 9 月重新设

计了针对孩子们的网站（USPTO Kids），重视展示

发明者和创客的活动。

3.5   强化公共图书馆的宣传作用，促进创客文化在

　　全社会的推广

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历来非常注重主办鼓励发

明创造的各种类型的专题活动。很多图书馆早就开

始开展正式和非正式的技术培训，特别是开展了大

量旨在培养计算机技能、通用软件应用和互联网使

用等的培训。

2011 年以来，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对举办动手实

践的创客活动越来越感兴趣。目前图书馆界人士认

为，图书馆的职能在不断发生变化，发展创客空间

似乎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任务之一。美国图书馆协会

举办了很多以创客空间为主题的在线研讨会和会议，

探讨创客空间如何与图书馆现有的服务模式相结合。

仅2014年就有超过125家图书馆承诺支持创客活动。

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参加了美国教育部的 21 世

纪学习中心计划，将创客和 DIY 活动带进了加州、

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数十个社

区 [11]。纽约费耶特维尔自由图书馆及其他许多图书

馆都在探索支持共同创造（Co-Creation），让来访者

自己动手创作艺术或者在创造中学习和获得信息。

纽约州、康涅狄格州、科罗拉多州、印第安纳州、

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娜

州等州都有图书馆开展创客计划。图书馆的创客计

划向社区成员免费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在一种非正

式的、以玩为主的环境下学习。图书馆提供的创客

空间有助于促进非正规学习，鼓励同行间的培训，

发展创新文化。有的图书馆通过举办“创客月”“创

客节”等活动大力宣传和鼓励创客创新。

4　结论和思考

       创客是近年出现的新生事物，创客运动是新技

术手段、协作方式和代工模式等发展变化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产物。创客运动的兴起蕴含着巨大机遇。

新技术、新工具、新模式的出现催生了大量创客的

出现，激发了更多人的创造精神和潜力，为创业提

供了便利，有望大大促进制造业及更多领域的创新。

当前，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进入关键时期，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对于我国培育创新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创客

空间的发展在全国已呈风起云涌之势，但是国家支

持创客和创客运动的政策实施和落地仍存障碍，一

些创客空间的建设流于形式化和同质化，创客群体

发展壮大的整体生态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为此，

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促进创客文化形成和发展，

加快造就一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1）创客运动的出现是新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结果，同时政府政策导向是创客文化发展的

土壤和催化剂。从技术角度而言 , 创客的出现及创

客运动的发展是自然发生的，政府并非创客运动的

主导者，大学、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才是创客运动

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但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

支持创新的战略和政策给创客文化的发展培育了肥

沃的土壤。近年来美国政府各联邦部门和有关机构

支持创客文化和创客运动的举措趋于密集，而且更

有针对性，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创客文化在美国的继

续扩大和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创新战略和“创

客之国”倡议引领了美国创客运动和创新创业的蓬

勃发展。我国应抓住新技术发展机遇，借鉴美国经

验，促进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

（2）加强政府创新战略引领作用，将发展创

客文化作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展创

客文化、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促进更多人自发

投入创新创业，充分发掘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潜力。

（3）着力加强创客项目、平台和资源，在大

力发展众创空间的同时，注重其技术条件建设和有

效利用，注重提升创客空间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创

客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条件。

（4）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以政府引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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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为主，推动建立各政府部门支持、大学、图书馆、

非营利机构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创客创新氛围，使创

新创造和创业精神渗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让“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社会真正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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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ise of Maker Movement and Major Step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UANG Jun-ying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US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rategy for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art-ups 
and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 movement. Maker movement arises and booms in the US, 
thanks to the step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taken to support innovation and start-up creation.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US and adopt mor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velop maker movement, strengthen maker projects, 
platforms and resources, encourage all the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tap the potential of the society to 
innovate and create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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