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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赛生物是目前该赛道上唯一一个已经实现从概念到团队组建、资金募集、技
术突破、产品应用开发、产业化、市场开拓等全链条跑通的生物制造企业。 

文  |  孙斌

生物合成“硬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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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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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0 日，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赛生物”）科创板 IPO

申请获上交所受理。其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

信证券。

8 年前 , 凯赛系未获批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

市 , 当时凯赛系的计划是发行 690 万股 ADS, 募

集资金 8970 万美元用于研发和产品商业化 , 扩

大产能 , 建造生产设施和加强研发部门研发等。

从纳斯达克败走到今天重新冲刺科创板 , 凯赛

系一直未停止资本运作。

招股书透露，凯赛生物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数量不低于 4166.8 万股，预计募资 46.99 亿元。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投资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包括：凯赛 ( 金

乡 ) 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4 万吨 / 年生物法癸二

酸项目，生物基聚酰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凯

赛 ( 乌苏 )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长链二

元酸和 2 万吨长链聚酰胺项目等项目。

另外，这家被市场喻为“国内合成生物产

业化第一股”的公司，近十年饱受知识产权侵

权困扰。现在，凯赛生物已拿到多份胜诉判决，

但屡次败诉并被判侵犯商业秘密单位犯罪的侵

权者始终没有“熄火”，系列争讼仍在继续。

中外“混血”硬核科技
成立于 2000 年的凯赛生物是一家中外合资

的“混血”企业，公司专注于生物制造中间体

产业化技术开发和实践，已经实现大规模产业

化的项目包括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生物基戊二

胺、生物基聚酰胺。

凯赛生物创始人刘修才为美籍华人，系耶

鲁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现任凯赛生物

董事长兼总裁，也是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

1995 年，刘修才负责国家维生素 C 攻关项

目，该项目采用生物法将中国维生素 C 的成本

降低了 50% 以上，随后，全球维生素 C 的生产

迅速集中到了中国。项目的成功使得刘修才与

合作伙伴看到了生物化工发展的前景。1997 年，

刘修才创办凯赛生物产业有限公司（CIB，公司

控股股东）。

凯赛生物目前在中国设有 1 家研发中心和

2 个生产基地。研发中心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

园区，涵盖了分子生物学、发酵过程工程、高

分子材料等专业领域的研究。第一个产业基地

位于新疆塔城，该基地产能为年产 3 万吨生物

法长链二元酸、5 万吨生物基戊二胺及 10 万吨

生物基聚酰胺。第二个产业基地位于山东凯赛

长链二元酸生产基地，年产能为 4 万吨，是该

产品的全球最大供应商，并与杜邦、艾曼斯、

赢创、诺和诺德等达成合作。

事实上，早在 2011 年 7 月，凯赛生物就曾

向美国纳斯达克提出上市申请，与此同时凯赛

生物与瀚峰生物的专利纠纷也备受外界关注。

2011 年 8 月，凯赛生物表示，鉴于市况转差决

定暂缓其纳斯达克上市发行。随后凯赛生物不

仅纳斯达克上市请求没有通过，且与瀚峰生物

的官司也败诉告终，并被要求赔偿 4990 万元。

如今，凯赛生物的产品中生物丁醇管线已

不见踪迹，且自从纳斯达克失利后，凯赛生物

内部的股权结构不断调整，仅 2019 年就发生了

五次股权转让。截至目前，凯赛生物共有 24 名

股东，其中大股东 CIB 持股比例为 31.43%。

凯赛生物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目前实现

商业化生产的产品主要聚焦聚酰胺产业链，为

生物基聚酰胺，以及可用于生物基聚酰胺生产

的原料，是全球领先的利用生物制造规模化生

产新型材料的企业之一。

财务数据显示，2016~2018 年及 2019 年前

2004 年 美 国 出
版的《MIT 技术
评论》把合成生
物学选为将改变
世界的十大技术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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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二元酸系列产品、生物基戊二胺及生物基聚

酰胺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器、纺织、

医药、香料等多个领域，公司与杜邦、艾曼斯、

赢创、诺和诺德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

商务合作关系。

作为早期回国创业的生物化学学者，刘修

才于 1995 年就将目光放在了当时全球还是空白

的合成生物产业。

合成生物技术是综合了科学与工程的一项

崭新的生物技术，借助生命体高效的代谢系统，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生命体以设计合成，使

得在生物体内定向、高效组装物质和材料逐步

成为可能，该技术应用于生物材料、生物燃料、

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2004 年美国出版的《MIT 技术评论》把合

成生物学选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据

SYNBIOBETA 数据，过去 10 年，合成生物行

业的融资金额超过 123 亿美元。仅仅过去一年，

就有 98 家合成生物公司筹集了合计 38 亿美元

资金；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 4 亿美元。

然而，在关注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合成生

物产业仍存在产业化难题。据悉，生物制造涉

及基因改造、基因筛选、微生物发酵、提取、

生物纯化，聚合高分子材料等诸多复杂技术，

需要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发酵过程工程、高分

子材料等专业领域的研究，而底层技术的突破

需要漫长的研发周期。

在这种行业背景下，凯赛生物将独家研发

的生物法长链二元酸大规模产业化技术就显得

特别难能可贵。技术解决了生物法制造长链二

元酸产业化的难题，并将生物法制造成本降低

到可与化学制造法相匹敌的程度，而产品毛利

率则远高于普通化工法。事实上，这也是世界

上首个使用生物法产品取代石油化学法产品的

9 个月（报告期），凯赛生物营收分别为 9.29

亿元、13.68 亿元、17.86 亿元、15.86 亿元；同

期净利润分别为 1.45 亿元、3.37 亿元、4.68 亿元、

3.73 亿元。报告期内生物法长链二元酸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8.19%、99.23%、

97.97% 和 98.35%。

值得注意的是，凯赛生物相当大的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来自境外。报告期内，其外销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为 70.20%、60.22%、59.11% 和

54.95%。凯赛生物称，公司生物法长链二元酸

产品获得了国际知名企业的认可，主要客户包

括杜邦、艾曼斯、 赢创、诺和诺德等全球著名

化工、医药企业。

产业化成功样本
合成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目前还没

有列在证监会行业分类中，凯赛生物选择了与

之最为接近的化学纤维制造下设子类别中的生

物基材料制造。这也是该细分行业首家科创板

申请上市公司。

凯赛生物专注研发和实践生物制造产业化

技术，是全球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利用生

物技术大规模实施绿色长链二元酸、生物基戊

二胺、生物基聚酰胺、聚酯酰胺多项革命性产

业化技术的企业。

公司目前实现商业化生产的产品主要聚焦

聚酰胺产业链，为生物基聚酰胺以及可用于生

物基聚酰胺生产的原料，包括 DC12( 月桂二酸 )、

DC13( 巴西酸 ) 等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

和生物基戊二胺，是全球领先的利用生物制造

规模化生产新型材料的企业之一。

二元酸和二元胺聚合可得到聚酰胺，亦可

作为香料、热熔胶、润滑油、涂料等合成原料。

目前，公司围绕聚酰胺产业链生产的生物法长

公司       Company

21 世 纪 将 是 生
物的世纪，生物
制造作为一种革
命 性 的 生 产 方
式，生物合成法
的出现也打破了
诸多化学合成的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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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成功案例。

凯赛生物是目前该赛道上唯一一个已经实

现从概念到团队组建、资金募集、技术突破、

产品应用开发、产业化、市场开拓等全链条跑

通的生物制造企业。招股书披露，凯赛生物生

产的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在全球市场处

于主导地位，于 2018 年被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

项冠军。

过去 20 年，凯赛生物在合成生物学、细

胞工程、生物化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学

科积累了大量研发成果，并且在产业化试错

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有效降低后续研

发成本。

招股书显示，2016 年至 2019 年 1~9 月，凯

赛生物研发费用分别为 3752.41 万元、6107.90

万元、9120.79 万元和 7110.66 万元，占营业收

入比例分别为 4.04%、4.47%、5.11% 和 4.48%，

占比较为稳定。同时，公司建立了一支多学科

交叉的专业研发队伍，在分子生物、化学、聚

合、材料应用等方面具备丰富经验。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合

计 206 人，占公司总员工数 1330 人的 15.04%。

另外，凯赛生物旗下设有合成生物学、细

胞工程、生物化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学科

的研发团队，并拥有上百项专利。

领先生物合成时代　
目前，凯赛生物主要收入来自生物法长链

二元酸系列产品的销售。生物法长链二元酸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 8.5 亿元、12.97 亿元、16.21 亿

元和 14.34 亿元；占比分别为 98.19%、99.23%、

97.97% 和 98.35%。长链二元酸产品的客户主要

来自高性能聚酰胺、热熔胶、香料、涂料、防锈、

润滑剂等行业。

凯赛生物在招股说明书中表示，生物法长

链二元酸产品的市场潜力较大，公司计划在现

有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同时，未来将进

一步扩大生物基聚酰胺的生产和销售。聚酰胺

应用于纺织、电子产品、薄膜、汽车零件、环

保涂料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聚焦聚酰胺产业

链。其中，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主要包

括不同碳链长度的二元酸单体以及由若干单体

混合而成的混合酸；生物基聚酰胺以 PA56 为

主，以及 PA510、PA512 等高性能长链聚酰胺。

聚焦聚酰胺产业链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向

下游聚酯酰胺 PETA 延伸。公司筹划与下游客

户合作构建循环经济一体化产业园，通过不断

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布局，持续关注

行业整合升级机会，使公司在行业中占据更有

利的竞争地位。

凯赛生物在招股说明书中表示，公司将持

续关注生物基产品应用开发升级，积极拓展生

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新产品种类，并在此基础

上，积极与下游行业合作，开发新应用领域。

凭借生物基戊二胺独特优势，打造高性能生物

基聚酰胺系列产品平台，并进一步聚焦其材料

改性、纺织等应用开发领域。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21 世纪将是生物的世

纪。除了各类生物药物、生物疗法频出以外，生

物合成法的出现也打破了诸多化学合成的障碍。

生物制造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以

生物质为原材料或运用生物方法进行大规模物

质加工与转化，为社会发展提供工业商品，生

产过程绿色、条件温和且具备经济性，作为解

决人类对传统石化化工产品的过度依赖，以及

与之相伴的环境污染、安全风险等问题的有效

途径，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