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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造物致用，方兴未艾

5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作为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
年规划，《规划》填补了我国生物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的空白。明确打造国家生物
技术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突破生物经济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规划中也多处提出推
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发展，合成生物学自本世纪初兴起以来快速发展，根据 CB Insights
数据，2019 年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规模为 53 亿美元。预计到 2024 年将达到 189 亿美元，
复合增长率（CAGR）为 28.8%。

合成生物学是指采用工程化设计理念，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已有的知识：（1）改造已有的
天然生物系统；（2）设计和建造新的生物元件、装置和系统，来实现构建细胞工厂等目的为
人类服务。通常是输入原料为菌株提供能够利用的营养物质从而生产出产品。

资料来源：《合成生物学》、招商证券

合成生物学涉及的应用领域众多，从学术研究到应用转化体现行业价值。合成生物学行
业既有学术领域的基础研究，也有应用领域的终端产品生产。随着底层技术的突破和基础研
究的深入，在工程化平台的助力下，合成生物学正向众多下游应用领域进行延伸。

合成生物学行业全景图



合成生物学可应用于多个下游领域。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可以改造自然界中微生物的
合成能力，甚至创造新的合成途径，从而可以与各个下游领域应用进行结合，应用领域广阔。
目前，合成生物学在医药、化工、能源、食品、消费、农业等众多领域均已有众多应用案例，
部分公司已实现商业化。

一级市场融资火热，资本目光正在向合成生物学领域聚集。根据 Synbiobeta 数据显示，
2020 年合成生物学获得融资总和达 78 亿美元，约为上一峰值 2018 年的两倍。同时伴随着
SPAC 的广泛应用，简化了 IPO 的程序，助力合成生物学的交易活跃度及交易总额达到历史
新高，2021 年行业融资总额约 180 亿美元，几乎是 2009 年以来行业融资的总和，资本和市
场的目光正在向合成生物学领域聚集。在二级市场也有多家上市公司积极布局合成生物学领
域，未来也存在较好的投资机会。

2009-2020 年合成生物学融资总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SynbioBeta，中信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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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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