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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有望带动生命科学上游设备增长超预

期，建议前瞻性布局 
  
 
⚫ 政策端:聚焦新质生产力，多地发布合成生物学支持政策 

全球加快部署合成生物学领域，欧美高度重视、布局较早。2021

年，美国出台《2021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将合成生物学列为关键

技术重点布局领域之一。2019年，欧盟在《面向生物经济的欧洲化学

工业路线图》中设立目标，在 2030 年将生物基产品或可再生原料替

代份额增加到 25%。我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指出要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作为经济

新增长引擎。聚焦地方，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深圳、重庆等多地

政府出台支持合成生物学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政策一旦落地，设备

采购为首要执行任务之一。 

⚫ 技术端：合成生物学体内、体外技术路径均涉及大量配

套设备使用 

合成生物学上游聚焦使能技术的开发，关注底层技术颠覆及提效

降本；中游为对生物系统及生物体进行设计、改造的技术平台，核心

技术为路径开发，潜在具备 CRO属性；下游涉及应用开发和产品落地，

强调应用领域的聚焦、产品的精细打磨及商业化放量，其中在大规模

生产上，潜在具备 CDMO 属性。从合成生物学的解决路线方案角度分

析，其体外路线主要采用酶法工艺，过程涉及到酶设计与改造、多酶

级联催化、无细胞/类生命系统在体外实现生物合成；而其体内路线

采用生物发酵，涉及代谢通路改造，细胞工厂合成目标产物，后续涉

及提取纯化等。体内路线及体外路线均涉及大量配套设备使用。 

⚫ 市场端：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高速增长，生物医药

领域应用占比有望持续提升 

根据 CB Insight 和 BCG 分析数据显示，全球合成生物学产业过

去五年经历了高速增长，市场规模从 2018年的 53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超过 17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27%。预计全球合成生物市场在可

见的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合成生物学产业规模到 2028 年有

望成长为体量达到近 500亿美元的全球性市场。 

⚫ 受益标的： 

东富龙（包含：生物反应器、分离纯化、培养基配制、收获、缓

冲液配制系统、CIP、灭活系统等）；楚天科技（包含：生物反应器、

配液系统、分离纯化系统、离心分离系统、冻干工艺系统）；海尔生

物（包含：全自动化细胞培养解决方案、低温存储系统、冷冻干燥机、

灭菌锅、离心机等）；华大智造（测序仪器、试剂等）。 

⚫ 风险提示： 

政策推广不及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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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端：聚焦新质生产力，多地发布合成生物学支持政策 

全球加快部署合成生物学领域，欧美高度重视、布局较早。近年来，全球各

国针对生物制造领域加快部署战略规划，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推动合成生物学应

用加速发展，其中欧美高度重视合成生物学，布局较早。2006 年，美国新成立

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SYNBERC）；2011年，美国启动《生命铸造厂计划》，旨在

利用合成生物学通过对自然生物的操纵来获取原创性新材料、新器件、新系统和

新平台；2021年，美国出台《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将合成生物学列为关

键技术重点布局领域之一。欧盟方面，2005 年起英国、德国、法国研究学院分

别发表合成生物学行业研究报告或设立研发中心；2014 年，欧洲合成生物学研

究区域网络发布《欧洲合成生物学下一步行动及战略愿景》；2019年，欧盟在《面

向生物经济的欧洲化学工业路线图》中设立目标，在 2030 年将生物基产品或可

再生原料替代份额增加到 25%。 

我国聚焦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多地政府陆续出台合成生物学产业支持政策。

回溯历史，国家科技部最早于“十二五”期间启动了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在《“十

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中将合成生物技术列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和“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2022年 5月，

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多次提及合成生物学，强调底

层技术的建设，以及在医药、农业、食品等领域的应用。2024 年 3 月 5 日，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4 年要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作为经济新增

长引擎。聚焦地方，我国北京、江苏、深圳、上海、重庆等多地政府陆续出台支

持合成生物学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政策一旦落地，设备采购为首要执行任务之

一。 

其中，北京市《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旨在催生新质生产力，推进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合成生物制造创

新策源地和产业引领区。上海市自 22年起集中发布了合成生物学产业相关政策，

《上海市加快合成生物创新策源打造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行动方案

（2023-2025年）》中提出了到 2030年建设合成生物全球创新策源高地、国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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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高地和国际高端智造高地，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生物制造产业

集群的目标；《徐汇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产业发展的扶持意见(试行)》聚焦合成

生物技术领域产业发展方向，明确支持基因编辑、合成、测序相关基础层技术、

数字化辅助研发及成果转化、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合成生物产业配套支撑等方

面发展。江苏省常州市《省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将合成

生物纳入十大重点发展方向，无锡市滨湖区《滨湖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发展规划》

中设定了到 2026年，全区合成生物产业规模达到 50亿，年均增幅 15%以上的战

略目标。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

提出了瞄准“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瞄准“企业发展痛难点问题”、瞄准“全国最

高最优标准”、瞄准“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目标任务；浙江省杭州市《关

于支持合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旨在提升合成生物创新研发能力、

促进合成生物产业集聚发展、健全合成生物生态服务体系。 

图表1：多地发布的合成生物学支持政策核心内容梳理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中邮证券研究所 

2 技术端：合成生物学体内、体外技术路径均涉及大量配套

设备使用 

根据合成生物学的工艺流程，其产业链可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 

地区 政策文件 政策核心内容

北京 《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推进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建设、促进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能级、激发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加

速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项目落地、布局合成生物制造产业服务平台、构建合成生物制造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合成生物制造产业人才梯队、支持合

成生物制造应用场景建设、优化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环境。

上海
《上海市加快合成生物创新策源 打造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发展重点：基础层聚焦创新引领突破；平台层运用工具赋能转化；应用层强化产业转型发展。

重点任务：提升基础设施和实验室能级；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基础与应用研究；组织攻关生物设计自动化工具；建设高能级生物铸造厂；

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推动产业项目差异化落地；赋能优质企业梯队成长；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保障措施：强化多元化资金保障；探索监管政策创新；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用；加大多层次人才引培力度；建立专业化服务矩阵；组建产

业高端智库。

江苏常州 《省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

重点方向：优先发展10个成长型未来产业（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氢能、新型储能、细胞和基因技术、合成生物、通用智能、沿新材料、

零碳负碳（碳捕集利用及封存）、虚拟现实）、超前布局一批前沿性未来产业。

关键举措：突出产业创新策源、推动强企育链集群、强化场景应用牵引、加大关键要素支撑、深化产业开放合作、创新未来产业治理。

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支持力度、加强统计监测。

深圳 《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
目标任务：瞄准“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瞄准“企业发展痛难点问题”；瞄准“全国最高最优标准”；瞄准“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主要措施：支持合成生物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建设；支持合成生物产业链建设；支持合成生物生态链建设。

浙江杭州 《关于支持合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提升合成生物创新研发能力：鼓励承接国家、省重点科技专项、加强研发经费资助支持开展技术交易活动、夯实创新研发基础。

促进合成生物产业集聚发展：谋划布局未来赛道、支持生物材料产业化、支持生物类医疗美容产品产业化、支持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生产、鼓

励生物育种产业发展、加大合成生物特色园区建设支持力度、推动重点领域项目产业化落地、支持生物制造总部企业发展。

健全合成生物生态服务体系：重点支持合成生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对专业论坛等活动的支持力度、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加强基金和融资

担保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合成生物产业要素保障。

上海徐汇区 《徐汇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产业发展的扶持意见(试行)》

支持领域：聚焦合成生物技术领域产业发展方向，包括基因编辑、合成、测序相关基础层技术、数字化辅助研发及成果转化、生物医药领域的

应用、合成生物产业配套支撑。

扶持方式：支持创新机构建设、支持产业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优质企业梯队成长、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支持合成生物

新药及医疗器械研发上市、支持产品创新和应用汤景建设、加大金融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合成生物产业空间供给、完善合成生物人才支撑体系

。

江苏无锡 《滨湖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发展规划》

一个目标：到2026年，全区合成生物产业规模达到50亿，年均增幅15%以上；引育合成生物核心骨干企业超30家，雏鹰等科技“三类”企业10

家以上，新增有行业影响力的顶尖科学家及团队5个以上，落地合成生物企业研发或区域总部5家以上等。

三项原则：坚持科学引领、效率优先；坚持系统布局、科研产业联动；坚持应用技术突破、基础理论创新并举。

三条赛道：合成生物高端仪器及核心装备制造、高价值分子大健康产品配方、科学抗衰与康养。

八大工作重点：引育优质潜力企业、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加快推动成果转化、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构建资金支撑体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造

浓产业创新氛围

五道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保障；完善政策支持；保障知识产权；优化环保支持。

重庆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 年)》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基础研究发展行动，聚焦前沿、新兴、交叉领域，加快在脑科学、量子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重点领域布局加强基础研

究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融通创新，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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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游聚焦使能技术的开发，包括读—写—编—学、自动化/高通量化和

生物制造等，关注底层技术颠覆及提效降本。 

（2）中游是对生物系统及生物体进行设计、改造的技术平台，核心技术为

路径开发，注重合成路线的选择以及技术上跑通（如底盘细胞选择及改造、培养

条件优化、纯化方法开发等），与下游企业相比，更强调技术平台的通用性，潜

在具备 CRO属性。 

（3）下游则涉及人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应用开发和产品落地，核心技术

在于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批间差及良品率等的把控，与中游企业相比，更强调应

用领域的聚焦、产品的精细打磨及商业化放量。其中在大规模生产上，潜在具备

CDMO 属性。中下游企业之间并无明确界限，现阶段行业整体尚处在产业发展早

期，不少生物技术公司实质上为中下游一体化布局。 

图表2：合成生物学产业链及上中下游特点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BCG、中邮证券研究所 

从合成生物学的解决路线方案角度分析，其体外路线主要采用酶法工艺，过

程涉及到酶设计与改造、多酶级联催化、无细胞/类生命系统在体外实现生物合

成；而其体内路线采用生物发酵，涉及代谢通路改造，细胞工厂合成目标产物，

后续涉及提取纯化等。体内路线及体外路线均涉及大量配套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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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合成生物学技术流程图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中邮证券研究所 

3 市场端：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高速增长，生物医药领

域应用占比有望持续提升 

根据 CB Insight 和 BCG 分析数据显示，全球合成生物学产业过去五年经历

了高速增长，市场规模从 2018年的 53亿美元增长到 2023年的超过 170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 27%。预计全球合成生物市场在可见的未来仍将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合成生物学产业规模到 2028年有望成长为体量达到近 500亿美元的全球性市场。 

图表4：合成生物学全球市场规模（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CB Insights、BCG、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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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合成生物学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合成生物学在治

疗药物研发上的应用主要有细菌工程化改造、人工病毒/噬菌体、人体自体细胞

改造、基因治疗及基因编辑；更广义的定义中还包括 DNA及各类 RNA疗法等。其

中：（1）细菌工程化改造和人工病毒/噬菌体可覆盖疾病谱广，制备简单、高效、

成本低，具有巨大商业潜力，但目前还在概念验证阶段，部分领先管线已进入临

床（如和度生物 CBT-102、美国 Adaptive 的 APT.UTI.001）。（2）细胞和基因治

疗（CGT）是目前合成生物学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重点应用领域之一，目前已进入

商业化起步阶段。未来，以合成生物学为基础的药物市场将快速成长，合成生物

学在医药生物领域的应用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预计至 2028 年全球合成生物学

中医药生物应用端的市场规模占比约 26.71%。 

图表5：合成生物学主要应用前景及在医药领域的发展路径图 

 

资料来源：BCG、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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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益标的 

受益标的：东富龙（包含：生物反应器、分离纯化、培养基配制、收获、缓

冲液配制系统、CIP、灭活系统等）；楚天科技（包含：生物反应器、配液系统、

分离纯化系统、离心分离系统、冻干工艺系统）；海尔生物（包含：全自动化细

胞培养解决方案、低温存储系统、冷冻干燥机、灭菌锅、离心机等）；华大智造

（测序仪器、试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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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其他技术领域受益标的梳理 

 

资料来源：中邮证券研究所 

 

无细胞系统合成平台

金斯瑞生物科技、华大基因、辉大基因

、芯宿科技、百奥赛图、诺禾致源等

蔚蓝生物、溢多利等

恩和生物、衍进科技、本导基因、微远

基因、新芽基因、云谷制药等

弈柯莱生物、凯莱英等

技术领域 领域介绍 受益标的

DNA合成与基因编辑

工业酶制剂

细胞铸造厂

酶工程平台

细菌工程化改造

胶原蛋白类化妆品

多肽化妆品原料

植物蛋白肉

酶、底盘细胞、

基因元件库

液相芯片技术

腺相关病毒(AAV)

生物发酵肉

细胞培养肉

乳制品类

原料药和中间体

大宗化学品

碱基编辑

碱基编辑是通过定向对DNA或RNA中的碱基进行改变，通过定向、靶向性高的基因编

辑，达到治疗遗传性疾病的重要目标碱基编辑器也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动物试验，来逆

转肌营养不良症、先天性耳聋等遗传性疾病

新芽基因、正序生物等

溢多利等

和度生物等

巨子生物、创尔生物、锦波生物等

湃肽生物、维琪科技、瑞德林生物等

米特加、未食达等

液相芯片技术的所有反应都在液相中完成，是集微球编码技术、液流控制技术、激光

技术、生物技术及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为一体的新型生物分子检测技术，是最适宜的高

通量多指标检测技术之一

AAV载体通过将天然存在的AAV的某些特征进行基因工程改造，使其能成为用于基因治

疗的一种病毒载体

以自然界存在的酶促反应路径为基础，优化酶的底物谱、催化效率和生产工艺等，实

现低成本的工业用酶生产

处于概念验证阶段，领先管线已进入临床，商业化潜力大，构建工程菌株、噬菌体或

病毒等，直接杀伤问题细胞（如溶瘤病毒）或者用于递送治疗疾病基因，体内形成“

药物工厂”，疾病谱广，制备简单、高效、成本低

以改造的大豆蛋白、豌豆蛋白等作为基质，通过添加剂调味

（部分使用生物发酵增添风味）

通过微生物发酵来生产目标蛋白质

动物的干细胞培养组织

提取出的牛奶DNA添加到微生物中，通过发酵技术产生乳清蛋白和酪蛋白

芯宿科技等

信念医药、源兴基因、派真生物等

新奇点等

周子未来等

昌进生物等

川宁生物、弈柯莱生物等

通过收集、整理和保藏各类生物元件的实物及定性与定量功能表征信息构建生物元件

库，大幅提高研究者利用合适生物元件对生命系统或过程重设计/工程化构建效率

仪器、设备及耗材
包含生物反应器、分离纯化、培养基配制、收获、缓冲液配制系统、CIP、灭活系统

、全自动化细胞培养解决方案、低温存储系统、冷冻干燥机、灭菌锅、离心机等

东富龙、楚天科技、海尔生物、华大智

造等

DNA测序
常见的三代测序技术如SMRT单分子测序和纳米孔测序等；海外头部企业技术开发较

早，中国跟进型研发火热，相关测序仪产品刚开始商业化

华大基因、贝瑞基因、真迈生物、齐碳

科技等

华恒生物、凯赛生物等

蓝晶微生物等

国内二代芯片技术正在逐步突破片段长度，在高通量合成上具有优势；三代酶促合成

技术，包括体外和体内两大思路，全球尚处早期；中国自主开发出基于Cas13的基因

编辑技术，突破CRISPR/Cas9专利封锁，但商业化进展仍比较缓慢

与石化路线相比，酶制剂应用于不同行业可平均节能减排30%–50%，未来潜力将达到

50%–70%，这对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化石原料路线替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工艺路线

替代以及传统产业升级，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客户指定产品为目标，基于专有菌株库、细胞构建和高通量测试能力，设计目标产

物的高效合成路径，以及放大生产工艺

以客户指定产品为目标，基于体外合成体系设计能力(含氨酰-tRNA合成酶、核糖体、

延伸因子、转录起始因子等)，设计和优化目标产物的体外高效合成路径

原料药和中间体的生产正在由传统的植物提取、化学法和发酵法，向更高效、更清洁

的酶法工艺和细胞工厂过渡；细胞工厂可理解为传统发酵法的“工程化设计升级版”

目前合成生物学基本实现替代的品种：乙醇、丙二醇等；

合成生物学逐步产业化/有成本优势品种：乙二酸、丁二酸、1,4-丁二醇、乳酸等；

技术已突破，产业化在即的品种：3-羟基丙酸、丙烯酸等

传统路线较贵，使用合成生物学可有效降本：传统方法获取困难，原料稀缺，使用合

成生物学可显著放量；全世界产能高度集中，有产能替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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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政策推广不及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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