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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to Startup

似乎是所有Maker希望順利發展的一個模式，

然而，過程通常不會像預期的那麼順利，

需要考量的問題，

不只是從零到一而且那樣簡單，

新創團隊是否準備好解決這些問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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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都在瘋自造，當每個人都讓自己成為Maker的當下，你也跟上這股潮流了嗎？

隨著開放硬體的風潮興起，人人都可以成為Maker的自造者時代正式來臨。來自世界各地

Maker的創意源源不絕，特別是物聯網讓更多樣化的產品陸續出現，而各科技大廠也紛紛向社群玩

家取經，獲取更多想法與創意。這也使得不少的Maker懷抱著創業夢，甚至進而走向創業一途。

從Maker到Starup，這一條路比起傳統的創業環境，能省下不少的時間與耗費的成本。觀察過去幾年

來，全球對於新創產業越來越重視，許多國家願意投入更多資源，來發展新創產業。而目前，隨著

3D列印、硬體加速器、群眾募資、天使投資、甚至是實境秀節目等環境的成熟，Maker有更多管道

與方式，來解決創業初期最棘手的資金問題，進而更容易將自己的想法實現，並將商品推向市場。

儘管如此，這些過程卻依然不如想像那般地容易。並非每個Maker或新創團隊，都有機會能夠成為

成功的創業家，許多挑戰，包括供應鏈、物流、行銷等環節，都成為Maker失敗的關鍵。

觀察這股硬體創業風潮，越來越多的成功案例，正吸引著更多Maker，一步步走向Startup這一途。

儘管這當中，延伸出不同管道來協助Maker更容易創業成功，但不可否認的，許多的「眉眉角角」

，讓更多Maker在不熟悉的狀況下，必須承擔失敗的風險。

有鑑於此，本期封面故事就以『硬體創新 全面掃描』為題，深度剖析在硬體創新，以及Maker走向

Startup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的問題癥結，以及如何有效面對這些挑戰。內容包括自造者的創業

路、硬體新創的0到1、開放硬體邁向市場化的關鍵等議題。內容十分精彩，歡迎所有對於自造與新

創感興趣的讀者一起來關心。

對於Maker與新創團隊來說，規模通常遠不如一般大型的企業，也因此，在初期設計階段，就必須

將未來生產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先想清楚。此外，能與社群有所連結，了解相關社群的需求，針對

需求來打造更適合的產品，也可提高未來的市場接受度。

而透過社群的回饋，不僅能讓產品不斷優化，同時Maker也能建立自己的核心使用社群。除此之

外，若能透過Maker市集來販售產品，也能讓Maker與新創團隊能擁有相對的收入，來繼續下個階段

的產品開發。硬體新創，從零到一，將會不斷遇到不同的新問題。新創團隊必須做好準備，面對可

能到來的任何挑戰。

挑戰
硬體新創的每一步，都是全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