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探华熙生物中试转化平台

赋能产学研 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华熙生物位于天津的生物制造5.0科技馆和中试成果转化中心。 “华熙生物中试成果转化中心已全面建成。 该中心占地30000平方米，拥有64条中试生产线，通过‘模块化’和‘抽屉式’的先进理念优化中试环节，可承接医药级、护肤品级、食品级等多种生物活性物原料产品的中试及小规模商业化生产。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中试平台指挥中心可以视为一个智慧大脑，全面监控管理调度生产，确保流程高效顺畅。

“投资建设中试转化平台是公司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实现产业赋能、打通产学研的关键环节，将进一步提升华熙生物在供应链中的关键纽带价值。 ”华熙生物董事长兼总裁赵燕表示。

生物制造进入5.0时期

生物制造以合成生物技术为工具，利用淀粉、纤维素、二氧化碳等可再生碳资源为原料，进行化学品、药品、食品、生物材料等物质加工与合成，具有清洁、高效、可再生等特点，能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望重塑医药、食品、农业等传统产业模式。 6月28日，华熙生物的生物制造5.0科技馆正式开馆。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生物制造从1.0“利用天然菌群自然发酵”技术、2.0“单一菌种定向发酵”技术、3.0“诱变育种技术” ，到4.0“基因工程技术应用” ，技术革新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并丰富了产品线。 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形成与人工智能崛起，生物制造走向5.0时期。 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加速微生物菌种和酶的创制能力。

根据咨询机构Nova� One� Advisor数据，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3年的140.9亿美元增长到2033年的801.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在大宗发酵产品、精细与医药化学品、可再生化学品、聚合材料等领域具备广阔前景。

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

在生物制造5.0科技馆开馆当天，华熙生物医药级中试生产线正式建成投产。 加之此前建好的护肤品级以及食品级中试生产线，华熙生物的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全面建成。 六年来，华熙生物投入数十亿资金打造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囊括从发酵、纯化到精制的全工艺流程，旨在为技术成果转化提供高效可靠的工艺支持与全面解决方案 。

“中试平台指挥中心具备先进的监控设备、信息传输系统以及数据处理分析工具，能够对整个生产过程各项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及预警分析。 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及时发现问题，并持续改进和优化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注意到，在中试成果转化中心，大小不一的发酵罐以不同形式的组合摆设在不同的玻璃屋中。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转化中心配备了从50升到3000升不同规格的发酵设备，可以实现从实验室到规模生产的初步转化。 整个中试平台以工业4.0为基准，发酵过程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

据悉，该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可以通过实施成果转让、合作开发以及委托中试（生产）等多种合作模式，为高校、科研院所、各类企业、投资机构以及公共基础服务业提供中试熟化、试验验证、检验检测等一系列服务，助力推动科研成果产业转化。 赵燕称，“中试成果转化平台致力于成为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 ”

据介绍，华熙生物的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具有两大创新特点：“平台化”和“柔性化” 。 “平台化”体现在从菌种培养到终端产品的深度支持，并提供中试解决方案，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进程；“柔性化”则体现在通过模块化设计和抽屉式灵活组合，实现多产品、多流程、多形态及多单元间高效转换和生产，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充分满足研发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构建高效协同生态闭环

政策支持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随着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生物制造5.0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创 新 链 由 一 系 列 技 术 创 新 环 节 构 成 ， 是 推 动 产 业 向 前 发 展 的 关 键 。 在 生 物 制 造 5 . 0 时 代 ， 合 成 生 物 技 术 已 经 打 通 从 理 论 构 想 到 设 计 思 路 、 从 技 术 发 现 到 成 果 转 化 的 整 个 创 新 链 流 程 。 作 为 创 新 链 和 产 业 链 之 间 的 重 要 环 节 ， 中 试 在 合 成 生 物 技 术 产 业 化 方 面 发 挥 着 关 键 作 用 。 ” 赵 燕 表 示 。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亟待提高。 数据显示，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75%以上，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为10%。 在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中试阶段尤为关键。 科研成果只有经过中试的严格筛选和验证，才能顺利过渡到产业化阶段。

凭借强大的中试成果转化平台，2023年，华熙生物开展了原料及合成生物研发项目共计132项。 其中，超纯麦角硫因、重组Ⅲ型人源化胶原蛋白、脂肽等原料产品已上市，红景天苷、肌肽、人乳寡糖等物质完成中试。

赵燕称，华熙生物计划依托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实现技术共享与产业合作，帮助科研机构等单位验证技术可行性，并为企业提供专业优化建议，推动产业链合作共赢，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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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科技积极培育新兴业务

业绩重回增长通道

●本报记者 康曦

随着下游市场好转， 中自科技业绩重回增长通道。 近

日， 中自科技董事长陈启章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未来，随着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氢燃料电池电催

化剂、 储能与动力电池等新兴业务将逐步成为公司业绩增

长新的支撑。 ”

中自科技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在移动

污染源（机动车、非道路机械、船舶等）尾气处理催化剂领

域已深耕19年。 公司拥有国六排放标准汽车尾气处理催化

剂技术和产品。

订单同比增长

今年以来，中自科技业绩持续好转，充足的订单为公司

未来业绩增长筑牢了根基。

“2023年订单金额同比大幅增长，今年以来继续增长，

主要来自内燃机尾气净化催化剂、储能等板块。 ” 中自科技

董秘龚文旭告诉记者，“海内外市场销售情况都比我们年

初预计更好。 ”

今年5月， 中自科技收到某汽车新势力企业定点通知

书，公司成为其尾气净化催化剂供应商，与上述客户已签订

订单并批量交付产品9800套。 龚文旭表示，公司在巩固现

有客户基础上，吸引更多潜在客户，扩大市场份额。

“乘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市场前景广阔。按照规划，我

们将先拓展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然后是合资品牌，最后是

外资品牌。 ” 龚文旭说。

2023年， 中自科技扭亏为盈， 实现营业收入15.44亿

元，同比增长245.07%；实现归母净利润4231.86万元，上年

同期亏损8727.27万元。 今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5亿元，同比增长41.24%；实现归母净利润1450.62万元，

同比增长134.52%。

“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均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

业绩逐步恢复。 ” 龚文旭表示。 2020年，中自科技营业收入

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5.77亿元和2.18亿元。

汽车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简称“国六b” ）于2023年

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 相比国六a， 要求一氧化

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等排放进一步减少。 最严排放

法规的实施， 带动中自科技尾气净化催化剂产品销售收入

大幅增长。

龚文旭表示：“公司的催化剂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六汽

车排放标准的最高要求，并且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优势。 ”

新兴业务取得突破

在夯实传统主业的基础上， 中自科技积极培育新兴业

务，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在上市之前，公司催化剂产品主要应用在商用车上，

并前瞻性布局了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 因为我们判断新能

源商用车未来主流方向是氢燃料。 2018年，我们就组建了

团队，涉足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的研发。氢燃料电池采用铂

碳催化剂，在铂族贵金属应用方面公司已有10多年开发经

验。 ” 龚文旭告诉记者。

中自科技参与了 “高性能/抗中毒车用燃料电池催化

剂的合成技术与批量制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与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证明我们的技术水平、 产业化能力得到认

可。 ” 龚文旭称。

通过自主研发与科研合作， 中自科技突破了多项技术

壁垒，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了碳载合

金催化剂，能有效减少膜电极铂的用量，从而降低成本，并

提高催化剂的本征活性和铂的利用率。

在储能与动力电池业务方面， 公司积极推进电芯中试

线建设和产品验证、优化工作，加速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

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随着光伏、 风电装机容量的扩容， 叠加峰谷电价差

异，储能市场大有可为。” 龚文旭表示，“我们可以利用客户

的屋顶，为客户配套建设光伏储能项目。我们的客户主要为

央国企、行业龙头或者上市公司等。 ”

“在国内， 我们以合同能源管理和投资建设储能电站

为主，海外主要卖产品和设备。 ” 龚文旭说。 中自科技的微

电网移动储能系统已获得欧盟CE和MSDS认证，相关产品

在海外市场备受欢迎。

提高成果转化率

中自科技的技术优势来源于研发高投入。 2021年、

2022年和2023年， 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9522.53万元、

9278.77万元和8696.51万元。

“我们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分工协作形成了一套研

发体系，他们负责0到1的事情，我们做剩下1到100的事情，

提高成果转化率。” 龚文旭说，“在人才合作方面，我们的员

工会到高校、科研院所深造；而这些单位的人才可以到我们

公司就业，形成人才流通和互补的模式。 ”

“上市之后， 公司的融资渠道畅通了， 资金面得到改

善，助力公司走高研发投入的自主创新道路。 ” 龚文旭表

示，“随着全球环保标准日益严格，高效尾气净化技术的需

求将持续增长。公司作为该领域的技术领先者，产品将明显

受益。在国内市场，国六b标准已于2023年7月全面实施。而

欧盟理事会已批准‘欧7’ 机动车排放标准。 随着排放标准

的提高，尾气处理催化剂行业前景广阔。 从汽车行业来看，

虽然新能源车渗透率不断提高， 但完全替代燃油车还有很

长一段距离。 ”

中自科技将持续深化基础催化材料的研发， 保持公司

催化剂产品的优异性。

“我们的传统主业尾气处理催化剂业务容易受到大环

境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新兴业务能成长起来，给公司带来稳

定的现金流，平抑业绩波动。” 龚文旭说，“预计新兴业务会

在未来几年内逐渐成为公司新的业绩支撑。 公司将密切关

注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政策环境、竞争格局和资本投入

等方面的变化，制定合适的业务策略，以实现新兴业务快速

增长。 ”

北自科技董事长王振林：

向世界一流智能物流系统供应商迈进

●本报记者 杨梓岩

在欧洲一家化纤企业的制造车间，多批

号产品自动排产，转运、存储、装车等信息实

时采集，实现涤纶长丝卷装作业自动化。 在

一系列智能操作的背后，来自中国的“隐形

冠军” 北自科技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

北自科技的前身是北京机械工业自动

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北自所” ）物流

工程技术事业部。 2018年，北自所组建物流

专业公司北自科技。 2024年1月，北自科技

登陆沪市主板。“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机

融合，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

北自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北自科技董事长

王振林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自科技将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向世界一流智能物流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迈进。

精耕细作主业

6月24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自

科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复杂装备数字孪

生运维管控共性关键技术及标准体系” 研

究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北

自科技与北航组建的团队突破理论空白、技

术瓶颈等挑战， 实现了运维决策的智能化。

这是北自科技打造新优势、谋求新突破的一

个缩影。

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智能物流系统和装

备研发、设计、制造与集成业务的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北自科技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 今年年初，北自科技智慧物流行业解决

方案入选“2023年度中国企业新质生产力

优秀案例（首批·百佳）” 。

王振林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要服务国家战略，要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对接。北自科技业务以

大型智能物流系统项目为主， 单项规模较

大，长期合作客户较多。 北自科技坚守“交

付美好、追求卓越” 的经营理念，把每个项

目做精做细，背后离不开公司多年来培养的

专业技术人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正高

级和高级工程师53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 涉及机械设计、自

动控制、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

领域。

在王振林看来，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有机融合， 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

径。 科技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 而产业升级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的

应用场景。

做好市值管理

作为央企改革示范企业， 王振林表示，

上市帮助北自科技在智能物流领域保持领

先地位，并向世界一流智能物流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迈进， 同时对公司突出价值创造、

做好市值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做好市值管理？ 王振林表示，公司

紧跟前沿技术方向， 关注重大发展需求，围

绕主业精耕细作。 2023年，北自科技在化纤

玻纤、食品饮料、家居家电、机械电子和医药

等传统行业不断强化竞争优势，持续研发制

造了一系列高水平的专机、控制系统和软件

系统，并将化纤智能生产物流解决方案成功

出口至欧洲。

在深耕主业的同时积极拓展新领域、新

赛道。公司重点关注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

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积极开

拓新能源、半导体和新材料等赛道，形成了

面向多个细分领域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开

发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客户。

未来， 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智能物流系

统业务为核心，提供数字化、智能化、集成

化的物流技术装备，持续强化以创新力、竞

争力、服务力为内核的关键能力，积极参与

全球竞争。

“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是

基础，提升业绩是根本。 通过优化和扩大上

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增强核心功能和竞争

力，提升盈利能力，赢得资本市场认可，从而

提升市值。 ” 王振林表示，公司将做好重大

信息及时、主动披露，让投资者了解最新业

务进展。 系统研究积极、稳定的现金分红政

策，明确投资者预期，并将市值管理工作纳

入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激励。

攻关核心技术

“2024年是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落

地实施的关键之年，北自科技作为北自所控

股的上市公司、国资委‘双百企业’ 和第一

批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将以引领我

国装备制造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集成

化技术创新与发展为使命，努力实现经营效

益、 企业实力、 企业品牌及形象的全面提

升。 ”王振林说。

具体来看，科技创新是基础支撑。 王振

林表示，要深化落实集团“一院两制” 科技

创新体系， 建立企业智能物流技术研发中

心。 持续加大多元化研发投入，加大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打造人才高地，促进

成果转化应用。

优化机制、 推进股权多元化是激活发

展动能的重要一环。 北自科技实施“4+1”

模式，即通过改制重组、实施混改、引入多

元主体、 整体上市四种典型手段辅以员工

持股计划一项配套措施。 该模式结合了国

务院国资委推动的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 体现了国企改革的深化和企业创新发

展的有机结合。

在业务布局方面，王振林表示，北自科

技围绕“9+6” 布局下好先手棋，积极响应

国资委安排部署，紧扣工业母机、工业软件、

医药健康等关键领域重点发力。“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坚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

产业两端发力，优化业务结构，高质量实施

智能立库、 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的 “交钥

匙”工程。

实探华熙生物中试转化平台

赋能产学研 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日前， 中国证券报记者

来到华熙生物位于天津的生

物制造5.0科技馆和中试成

果转化中心。“华熙生物中试

成果转化中心已全面建成。

该中心占地30000平方米，拥

有64条中试生产线， 通过

‘模块化’ 和‘抽屉式’ 的先

进理念优化中试环节， 可承

接医药级、护肤品级、食品级

等多种生物活性物原料产品

的中试及小规模商业化生

产。 ”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

绍， 中试平台指挥中心可以

视为一个智慧大脑， 全面监

控管理调度生产， 确保流程

高效顺畅。

“投资建设中试转化平

台是公司的重要战略部署，

是实现产业赋能、 打通产学

研的关键环节， 将进一步提

升华熙生物在供应链中的关

键纽带价值。” 华熙生物董事

长兼总裁赵燕表示。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北自科技智能物流仓储系统 本报记者 杨梓岩 摄

华熙生物中试成果转化中心 公司供图

生物制造进入5.0时期

生物制造以合成生物技术为工具，利

用淀粉、纤维素、二氧化碳等可再生碳资源

为原料，进行化学品、药品、食品、生物材料

等物质加工与合成，具有清洁、高效、可再

生等特点，能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

望重塑医药、食品、农业等传统产业模式。

6月28日， 华熙生物的生物制造5.0科技馆

正式开馆。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 生物制造从

1.0 “利用天然菌群自然发酵” 技术、2.0

“单一菌种定向发酵” 技术、3.0“诱变育

种技术” ，到4.0“基因工程技术应用” ，技

术革新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并丰富了产品

线。 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形成与人工智能崛

起，生物制造走向5.0时期。 合成生物学与

人工智能的结合， 将加速微生物菌种和酶

的创制能力。

根据咨询机构Nova� One� Advisor

数据，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3

年的140.9亿美元增长到2033年的801.7亿

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在大宗发酵

产品、精细与医药化学品、可再生化学品、

聚合材料等领域具备广阔前景。

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

在生物制造5.0科技馆开馆当天，华熙

生物医药级中试生产线正式建成投产。 加

之此前建好的护肤品级以及食品级中试

生产线，华熙生物的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全

面建成。 六年来，华熙生物投入数十亿资

金打造中试成果转化平台， 囊括从发酵、

纯化到精制的全工艺流程，旨在为技术成

果转化提供高效可靠的工艺支持与全面

解决方案。

“中试平台指挥中心具备先进的监控

设备、 信息传输系统以及数据处理分析工

具， 能够对整个生产过程各项指标进行实

时监控及预警分析。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分

析和挖掘，及时发现问题，并持续改进和优

化生产过程， 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

量。 ”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注意到，在中试成果转化中心，大

小不一的发酵罐以不同形式的组合摆设在

不同的玻璃屋中。华熙生物工作人员介绍，

转化中心配备了从50升到3000升不同规

格的发酵设备， 可以实现从实验室到规模

生产的初步转化。整个中试平台以工业4.0

为基准，发酵过程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

据悉， 该中试成果转化平台可以通过

实施成果转让、 合作开发以及委托中试

（生产）等多种合作模式，为高校、科研院

所、各类企业、投资机构以及公共基础服务

业提供中试熟化、试验验证、检验检测等一

系列服务，助力推动科研成果产业转化。赵

燕称，“中试成果转化平台致力于成为产

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 ”

据介绍， 华熙生物的中试成果转化平

台具有两大创新特点：“平台化” 和“柔性

化” 。“平台化”体现在从菌种培养到终端

产品的深度支持，并提供中试解决方案，加

速科研成果商业化进程；“柔性化”则体现

在通过模块化设计和抽屉式灵活组合，实

现多产品、多流程、多形态及多单元间高效

转换和生产，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充分满足研发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构建高效协同生态闭环

政策支持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推进创新链、 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随着合成生

物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生物制造5.0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创新链由一系列技术创新环节构

成，是推动产业向前发展的关键。 在生物

制造5.0时代，合成生物技术已经打通从

理论构想到设计思路、 从技术发现到成

果转化的整个创新链流程。 作为创新链

和产业链之间的重要环节， 中试在合成

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赵燕表示。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亟待提高。 数据

显示， 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

75%以上， 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为

10%。在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中

试阶段尤为关键。 科研成果只有经过中试

的严格筛选和验证， 才能顺利过渡到产业

化阶段。

凭借强大的中试成果转化平台，2023

年， 华熙生物开展了原料及合成生物研发

项目共计132项。 其中，超纯麦角硫因、重

组Ⅲ型人源化胶原蛋白、 脂肽等原料产品

已上市，红景天苷、肌肽、人乳寡糖等物质

完成中试。

赵燕称， 华熙生物计划依托中试成果

转化平台，实现技术共享与产业合作，帮助

科研机构等单位验证技术可行性， 并为企

业提供专业优化建议， 推动产业链合作共

赢，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