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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合基金投研团队

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应对环境挑战——合成生物学应用系列（一）

9 月 12 日，美国总统拜登准备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法
案实质指向合成生物学领域，法案鼓励利用生物系统来研制一系列产品和材料，生物医药、
能源、材料、食品等应用方向均在其中，法案也给出了在本世纪末，生物工程领域的市场规
模将超过 30 万亿美元。我国也在十四五规划中首次将生物经济列入其中，培育壮大生物经
济支柱产业，加快生物技术广泛赋能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之前我们在每周聚焦
中曾介绍过合成生物学的整体内容，随着市场对合成生物学关注度的提升，兴合基金投研团
队也计划进一步的介绍合成生物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情况。本次我们先来关注在可降解塑料
上的应用情况。

可降解塑料指的是一类其制品的各项性能可满足使用要求，在保存期内性能不变，而使
用后在自然环境条件下能降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的塑料。可降解塑料应用空间广阔，根据
欧盟塑料制造商协会数据，2020 年全球塑料产量约为 3.67 亿吨，5 年 CAGR 约为 2.7%。可
降解塑料预计将可以取代塑料的大部分用途，持续推进可降解塑料应用的主要驱动为环境保
护方面的需求，并且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进行政策导向的强制推行。在我国，可降解塑料主
要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在薄膜与包装，例如外卖餐盒、快递包装、购物塑料袋、农膜等，行业
规模目前约在数十万吨级别，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可降解塑料根据聚合原料来源可进一步分为生物基可降解塑料与非生物基可降解塑料，
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更符合碳中和要求。所谓生物基可降解塑料，是由来源于生物代谢
过程的聚合单体聚合而成的可降解塑料，具体种类有 PLA（聚乳酸）、PHA（聚羟基脂肪酸
酯）、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淀粉共聚物等。由于可降解材料最终的降解产物通常是二
氧化碳和水，因此可降解塑料最终是碳排放的过程，如果可降解塑料的材料来源来自于石油，
是不符合“碳中和”理念的解决污染等问题的方式，塑料降解将加速碳排放。因此碳源来自于
可再生能源的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在大趋势上更符合碳中和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塑料降解过程
中的碳排放问题。生物基可降解塑料由于单体来源为生物代谢过程，因此会涉及到合成生物
学的领域范畴，合成生物学在可降解塑料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种主流可降解材料为生物基 PLA（聚乳酸）、半生物基 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
物基 PHA（聚羟基脂肪酸酯）、石油基 PBAT（聚己二酸）；PLA、PBAT 国内应用最广泛，
PBS 发展较为迅速，PHA 综合性能最优异但成本昂贵。可降解比较：PLA、PBAT 降解环境
要求较严苛（恒温恒湿工业堆肥/需要后续回收措施配合)，PBS、PHA 可由多种微生物产生
的酶分解（自然降解），且 PHA 可实现海洋降解（PLA 海水中难降解），合成生物学方面的
应用主要研究 PLA和 PHA。

以微构工厂合成生物学生产 PHA 为例，基于嗜盐菌开发多种类 PHA 的合成平台，传统
发酵过程中“染菌”的问题会给发酵过程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发酵流程中需要利用
高温高压蒸气对整个发酵设备进行彻底灭菌，是发酵工程中的能耗大户。微构工厂基于盐单
胞菌菌株底盘，耐高渗、耐高碱，同时还能够实现快速生长，而在此环境下杂菌则无法生长，
由此可以构建开放培养过程，节约灭菌过程带来的成本。基于此提出“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
平台，可以合成多种 PHA 材料。

合成生物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方兴未艾，而可降解塑料是合成生物学在解决人类环境
问题中的较好的应用，目前也有多家上市公司布局 PLA、PHA 相关产品产线，兴合基金管理
团队后续继续关注新兴领域的发展，挖掘创造价值的公司寻找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
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
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他
法律文件。

本材料为客户服务材料，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承诺，本材料并非基金宣传推介材料，
亦不构成任何法律文件。若本材料转载或引用第三方报告或资料，转载内容仅代表该第三方
观点，并不代表兴合基金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