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大多数创客爱开辟“新战场”
英特尔、苹果、微软等科技巨头的创始人物，都曾是“创客”，而活跃

在合肥的创客，大多也在“新战场”拼搏着。

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社交圈、新媒体营销……这些无一例外都

跟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有关。

一家创客孵化器的负责人简单算了一笔账，在入驻的几十位创客

中，将近90%从事的业务都跟互联网打交道或是相关联。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只不过现在互联网发展这么快，与人们生活

密切相关，成了创客们灵感的源泉。”上述负责人说，从广义上说，创客

们确实也更偏爱“新战场”。

为啥创客挤破头都要进新领域？传统行业就无利可图吗？朱鸿昌

向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坦露了自己的心扉。

“传统行业市场已经相对成熟和饱和，竞争激烈，对于创客来说，无

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朱鸿昌觉得，在传统行业，仅凭一腔热血很难创

业成功，而在新的行业和领域，只要自己掌握了技术，主动学习，机会就

会大一点，“靠个人能力多一点，新领域就是一片空白，全靠自己摸索。”

而且，在新领域，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创客们可以大胆“试

错”，最终摸索出通往成功的道路。也许，这也是吸引创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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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路上，一路艰辛一路歌

其实，在合肥活跃的创客数不胜数，他们的身影分布在各处。
他们都青睐哪些行业和领域？他们面临着怎样的风险？什么样的

环境才是最适合他们成功的？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进行了调查。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

“Maker”，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

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创客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

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

表现。创客们作为热衷于创意、设

计、制造的个人设计制造群体，最

有意愿、活力、热情和能力在创新

2.0时代为自己，同时也为全体人

类去创建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创客运动最重要的标志是掌

握了自生产工具，他们是一群新

人类。坚守创新，持续实践，乐于

分享并且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简

单的说就是：玩创新的一群人。

中国创客或能走出下一个乔布斯
作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无疑是“创客”们的标杆。

那么，中国的创客大军中能否走出下一个乔布斯呢？

“国外体制环境比较开放、自由，而中国创客从小接受的

是应试教育，这点上来说，中国出现下一个乔布斯的概率比较

低。”朱鸿昌觉得，但考虑到中国人多，基数大，走出一个“乔布

斯”应该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翁晓松说，乔布斯在车库做苹果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

场，而中国创客除了市场外，还面临着资金、行政审批、诚信体

系、商业环境等问题，“出现的难度比国外大很多。”

不过，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翁晓松举例，中国互联

网发展异常迅猛，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度大，马云、李彦宏、马

化腾等也都做得很成功，“或许能走出下一个乔布斯。”

合肥“创客空间”几乎没有
从创客灵光乍现的思想萌芽，到茁壮成长的中资企业，需

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创业扶持。

去年 12 月，“创业咖啡”这种形式在合肥高新区诞生；今

年4月，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创客·梦空间”暨社会创业园

正式启动……在合肥，创客的“梦平台”越来越多。

不过，业内人士爆料，其实，合肥为创客服务的平台虽然不

少，但可以称得上是创客空间的几乎没有。

“现在的基本上都还是创业园的模式，以企业名义进驻，

创客之间的互动性还不强。”翁晓松也觉得，创客开始创业时，

只有几个人，不需要一间房子，创客空间应该提供一个大的联

合办公的场所，创客提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办公。

而记者了解到，合肥大学城商业街附近或将出现一个类

似北上广创客空间的机构，预计今年就将投入使用，在这样一

个空间内，创客可以零障碍交流，所有资源将整合对接，创客

们的头脑风暴也能更快走向实际产品。

梦想开花不易，什么都需要“一点”
创业之路并不全是坦途，因为资质、经验、市场等问题，不

少创客团队面临着“无单可接”的考验，有的处于“微利运转”

的状态。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创业路上一路荆棘，

却并没有浇灭创业者们的热情。

创业难在哪？有人说资金是个拦路虎，让很多想法都成

不了现实；有人说，好的创意找不到靠谱的投资人，永远只能

停留在“想”；还有人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创客也要积攒一定

的人脉。

翁晓松提醒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一定要理性创业，得做好

创业艰辛的心理准备，还要有一点经济基础，有一点人脉，有

思想火花的碰撞，缺一不可，“即使这些都具备了，成功的几率

也很小。”

创客走着“一条暗无天日的道路”？
用前赴后继来形容创客的创业激情一点也不为过，无论是互联网、

餐饮，还是智能终端，前一批倒下了，后一批很快跟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自己的一个朋友满怀创业

热情，投入了几十万元，却被“拍死在沙滩上”。“风险大”、“危机感很

强”、“困难重重”……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创客都倍感“鸭梨山大”。

“世界上最难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口袋，二是

把自己的思想和习惯灌输到别人的脑子里，而这恰恰就是创客做的

事。”翁晓松是一家创咖的创始人，他打趣道，创客的不容易就在于他们

要做世界上两件最难做的事。

盈利，就是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口袋；推销自己的产品就是要把自

己的思想和习惯灌输到别人的脑子里，“选择了创业，就选择了一条暗

无天日的道路。”

用翁晓松的话说，创业艰辛，能走到成功的永远都是少数，“当然，

也会有一些创业成功者，他们可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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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客空间或能造出下一个乔布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