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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选取合成生物这一主题，展现了常州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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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竞逐合成生物新未来

肉类能通过细胞培养，淀粉可以由二氧化碳人工合成，牛奶在实验室里就能生产……这些

看似天马行空的想法，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合成生物，以其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颠覆与变革，正

缓缓打开“生命创造”之门，给未来的发展带来无限想象空间。面对这片产业新蓝海，新晋

“万亿之城”常州率先起跑、靶向发力，凭借制造业的深厚功底，向优而行、向高而攀，推动

合成生物产业朝着千亿目标迈进，不断演绎科技与产业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和城市竞争力稳

健提升的全新故事。

一个镇上建起“合成生物港”

合成生物学是一门融合了生物学、工程学、化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被

誉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与传统生物化学工程相比，合成生物具有原料可再生、反应条

件温和、有效降低碳排放等优势。

以被称为“脑黄金”的DHA为例，它是人体必需、但又没办法自我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

之前都是从深海鱼油里提取，价格高昂。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黄和及其团队

经过多年研究，成功以葡萄糖为原料，通过多步生物合成法，得到高纯度的DHA精油，还可做成

藻粉，用于饲料、食品添加剂、保健品等领域。这样可使DHA的原料成本从原来的100多万元一

吨降到6—8万元一吨，不仅减少了对海洋资源的消耗，也提高了DHA生产效率。

这一技术，目前已在位于常州高新区薛家镇的长三角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园落地转化。园区

企业脂禾生物聚焦油脂类营养化学品的研发与生产，在DHA、EPA、角鲨烯等多条产品管线上进

行深入布局，已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这样的项目，在园区还有很多。

为加快合成生物产业发展，2023年4月，常州高新区与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南师大常州

合成生物学产业研究院，聚力打造集技术研发、技术转化、企业孵化、资本运营于一体的综合

性新型研发机构。2023年10月，依托研究院建设的长三角合成生物创新产业园正式开园。仅一

年时间，已建成投资近亿元的合成生物概念验证平台、技术熟化平台、资源综合利用平台，签

约落户南京脂禾、深圳赛桥、清华大学绿色康成等合成生物项目，累计对接科技人才及产业化

项目100多个，汇聚了一批顶尖领军人才。

长三角合成生物创新产业园建设之初，就肩负了打造合成生物产业创新策源地、长三角

“合成生物港”的使命。为集聚相关资源，园区拟建成国内最完整的发酵中试生产线，现已安

装11套发酵装置，规格从500升至20吨不等，可满足不同产品生产需求。同时，还可为入驻企

业提供办证、工商、税务、检验检测等一站式服务。

向“新”而行，蓄能未来。作为常州合成生物产业主要承载地和集聚区，常州高新区和薛

家镇正以建设长三角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园为核心，瞄准生物发酵与药物合成、未来合成食品与

农业、医疗美容合成生物三大产业方向，持续优化未来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服务能级覆盖长三

角乃至全国的研发基地和产业集群。

“万亿之城”的又一战略选择



合成生物是生物制造和绿色制造的底层支撑，在医药、材料、化工、农业等领域都能广泛

应用，市场广阔、前景可期。《中国合成生物产业白皮书2024》显示，全球合成生物产业过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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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8年将达到近500亿美元。

历经十余年的深耕布局，常州“新能源之都”的名称已响彻大江南北。如果说新能源产业

给予了常州决胜冲击“万亿之城”的雄厚底气，那么新能源之后怎么办？蕴藏巨大潜力的合成

生物产业，成为常州前瞻布局未来的又一战略选择。

看准了就抓紧干。2023年8月，常州市级层面率先成立了合成生物创新发展专班，出台专

门政策，整合原有的生物医药、医美、大健康及新材料产业发展资源，全力打造合成生物产业

引领区域发展的新引擎。2023年9月26日，金坛合成生物产业园正式启动；10月10日，长三

角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园开园；10月30日，西太湖合成生物创新产业园揭牌……短短时间内，合

成生物“一城三园”格局即搭建完成。2023年11月，常州率先发布“合成生物10条”，从合成

生物学领域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各个要素和中间链各个环节予以支持，设置创新成果转化、
产业服务平台建设、人才引育专项等多个政策支持点，成为江苏首个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

促进合成生物产业发展专项政策措施的城市。

在合成生物产业这一新赛道上，常州除了拥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高效的政策支持，更有

与产业相配套的“科技底座”。南师大常州合成生物学产业研究院、华大工程生物学长荡湖研

究所、江苏省重组蛋白质制造工程实验室等6家创新平台相继落户，为常州做大合成生物产业提

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与此同时，常州正推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平

台建设+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建设，形成全方位进击之势。

凭借其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常州正迅速崛起为合成生物产业的新高地。目前，全市合成生

物领域主要企业已有72家，汇集了创健医疗、药物研究所、常茂生物、康润生物、三高生物等

一批重点企业。得益于在合成生物方面的良好基础，全国首个合成生物标委会也落地常州。

常州何以竞速黄金新赛道

作为业内公认的黄金新赛道，合成生物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必争领域。全球已有40多

个国家、500多个机构资助合成生物学研究。国内也有多地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合成生物产业发展，

并初步形成以深圳、天津、上海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在这条竞争态势日趋激烈的赛道，常州要

谋求“出圈”，何以可能？

虽然在合成生物领域存在原始创新能力较弱、高端人才缺乏等不足，但常州也拥有自己无

可替代的优势。

其一，持久的战略定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是持久战，要求资本有耐心、制度有恒心。

在产业发展上，常州素有“无中生有”的智慧和敢拼敢试的勇气，更不缺乏厚积薄发的底气和

“从有到优”的坚韧。对于合成生物产业，常州同样见事早、行动快，勇于抢抓机遇，紧盯国

内先进城市，打造属于自己的优势产业；设立规模20亿元以上的基金矩阵，引导各类资本向合

成生物产业领域“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速产业发展的谋篇布局。



其二，良好的产业基础。产业门类齐全、制造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广泛的优势，吸引了更

多要素资源在常州聚集。在多年的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常州集聚了大量的产业人才，并成立了

由4所高校、4个科研院所、38个重点企业共同打造的合成生物产教融合共同体；常州生物医药、

生物制造基础扎实，为合成生物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应用场景；常州还拥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

从技术研发到设备生产，从项目招引到中试量产，都能在本地满足需求，给合成生物产业的发

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其三，一流的创新生态。在黄和院士看来，“常州是创业创新的福地”，有极高的工作效

率和服务水平。常州一直努力营造支持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尤其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更

给予足够的容错空间。就合成生物产业而言，常州从顶层设计着手，建立项目招推服一体化工

作机制，当好“店小二”“急郎中”，形成“政—产—学—研”紧密合作体系，打通产业发展

堵点。此外，常州“长三角中轴枢纽”的区位优势，能够辐射南北、链接东西，也吸引了优质

团队、项目等创新资源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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