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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黄翔

随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医美消

费越来越受到青睐。近年来，透明质

酸（俗称玻尿酸）作为医疗、美容等行

业的重要原材料，受到资本及各界追

捧，随着应用领域不断增加，透明质

酸产业空间不断扩大，产业规模随之

扩张。

目前，全国约七成以上透明质酸

产自山东济南，作为全球最大的透明

质酸原料生产基地，济南明确提出以

建设“世界透明质酸谷”、“北方美谷”

为目标，打造最全产业链条、最强产

业集群、最优产业生态为一体的世界

级透明质酸产业发展高地，并力争两

年内打造“中国透明质酸之都”。

日前，多位企业人士及政府工作

人员向证券时报记者讲述了济南透

明质酸产业发展历程以及未来面对

的机遇与挑战。

引领透明质酸产业革命

透明质酸（Haluronic Acid，简称

HA）是一种链状高分子酸性黏多糖，

在药品中称为“玻璃酸”，在美容领域

俗称为“玻尿酸”，广泛存在于人和

动物体内，主要分布于关节腔滑液、

眼玻璃体、皮肤、脐带等。透明质酸

具有良好的保水性、润滑性、黏弹性、

可生物降解性及生物相容性等，是极

为理想的保湿剂和生物医学材料之

一，在医药、化妆品和营养保健品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透明质酸相

关技术和产业研发，一直是全球各国

重点关注的生物科技领域之一。

“回顾透明质酸产业的发展历

程，其经历了四次产业革命。”华熙生

物董事长赵燕介绍，上世纪 70年代，

透明质酸第一次产业革命诞生，美国

科学家开始从雄鸡冠中提取并进行

工业化量产，人们开始尝试将其应用

于眼科、骨科。不过，由于鸡冠提取

法产率低、提纯工艺复杂、原料来源

受限等弊端，导致透明质酸产量极其

有限，价格贵过黄金。

1990年，华熙生物首席科学家郭

学平博士跟随导师在国内率先开展

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透明质酸的研究，

该研究先后列入国家“八五”和“九

五”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成为该

行业第二次产业革命，主导研究的山

东省药科院也因此成为中国透明质

酸技术的摇篮。“微生物发酵法的成

功量产，实现了大规模获得高纯度、

高品质、低成本的透明质酸，也让透

明质酸进入更多领域普惠大众成为

可能，从眼科、骨科等医药领域拓展

到护肤品、医美上。”赵燕表示。

进入21世纪，华熙生物在业内率

先实现“酶切法”规模化生产低分子

和寡聚透明质酸，实现了透明质酸分

子量大小自由控制。通过这一次产

业革命，透明质酸的产业应用逐步打

开，应用领域不断实现突破，进入到

隐形眼镜护理液、计生、彩妆、洗护等

领域。

自2020年开始，华熙生物开始用

合成生物技术、通过细胞工厂生产透

明质酸，进一步降低成本，且更加低

碳环保，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至生活

用纸、纺织等新型领域。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主

任医师顾恒认为，如果没有微生物发

酵法、酶切法及合成生物学带来技术

上的飞跃，透明质酸的产业化速度将

放慢，中国玻尿酸产业崛起的脚步也

将放缓。

济南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济南已建成

了全球最大的透明质酸原料生产基

地，年销透明质酸300余吨，占世界透

明质酸市场份额的 40%以上，全国份

额 70%以上。2022年，全市透明质酸

产业营业收入突破80亿元，以透明质

酸为主的系列化妆、保健产品已成为

济南具有广泛影响力、话语权和美誉

度的亮丽名片。

“山东玻尿酸产业的壮大，可以

总结为起步早、产业迅速集群等方

面。”该负责人介绍，济南透明质酸产

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培育出了以

华熙生物、福瑞达为代表的行业龙头

企业，透明质酸产业发酵技术、产量

及销量均已达到了国际、国内领先

水平。

建设“世界透明质酸谷”

位于济南东部的高新区，透明质

酸龙头企业华熙生物和福瑞达的主

要生产厂区便坐落于此，全国第一、

全球 40%的透明质酸从这里生产出

来运往国内和世界各地。而目前，一

个总投资 240亿元的“世界透明质酸

谷”项目也正在此如火如荼地建设

当中。

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任广锋介绍，世界透明

质酸谷由济南高新区及华熙生物联

合打造。项目占地2900亩，计划投资

240亿元，定位为以华熙生物为龙头，

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销售、应用、

学术交流、会议、会展、物流及行业动

态、发展策略等全方位的产业上下游

相关配套于一体的透明质酸产业生

态，搭建具有万亿级综合效益的产业

集群。

“自 2021年开工建设以来，该项

目按照分期分区建设计划推进，已取

得初步成果，目前产业示范区已达到

竣工条件。”任广锋表示，项目达产后

预计可带动产业规模超千亿元，税收

贡献超百亿元，创造 5万~8万个就业

岗位，形成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

体的国际医美抗衰聚集区。“鉴于济

南市透明质酸的产业优势，现已有

多个海内外尖端项目确定落户意

向，包括江苏恒瑞医药一类新药(山
东)转化中心项目、美国科医人激光

科技项目、韩国蒽伊傲公司隐形眼

镜生产基地等。”

“目前，透明质酸产业已度过产

业夯基垒台期，中国透明质酸原料的

总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 82%，其中华

熙生物和福瑞达占据全球 59%的原

料市场，济南高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透明质酸原料生产基地。在此背

景下，该产业进入到技术厚积薄发

期，近 10年全球透明质酸专利达 1.1
万项，医疗美容、骨科、眼科、化妆品、

食品领域专利均呈现爆发式增长。

预计三年内，我国医药级透明质酸终

端产品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 10%以

上，日化级终端产品将以7.6%的速度

持续增长，全球食品级终端产品市场

将以 7%的速度增长。”在任广锋看

来，透明质酸谷是济南以“小分子”撬

动健康产业大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

布局。

近年来，济南大力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着力打造生物医药标志性产业

链群，其中对透明质酸产业寄予厚

望，先后制定出台《济南市生物医药

与大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3~
2025年）》《济南市生物医药与大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关

于加快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对透明

质酸等生物医药企业年度财政补贴

达到 3亿元以上，并将医美抗衰与生

物医药、中药、医疗器械、特医食品共

同构成五大链群主攻方向。

济南市工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魏斌介绍，济南透明质酸产业具有

独特优势，也是医美抗衰产业链群的

重要支撑点，济南市始终注重集聚优

势资源扶持透明质酸产业发展。到

2025年，济南市医美抗衰产业链群规

模力争达到600亿元。

超百亿投资涌入

当前，济南正通过各种方式，为

透明质酸产业这张新标签提升含

金量。

日前，中国(济南)透明质酸产业

大会在济南召开，多家参展企业带来

的产品中除了医疗、美容相关的产品

外，透明质酸食品、宠物用品也受到

关注，透明质酸应用领域愈发广泛。

在大会上，济南高新区与美国科

医人、瑞士瑞珍、韩国蒽伊傲、韩国伊

妮宝、恒瑞医药、国药器械、三生制

药、华熙生物、博科集团、韩亚证券等

18个重点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分别

涉及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功能

性护肤品、金融投资等领域，总投资

额过百亿，将共同推动世界透明质酸

谷项目加速落地。

同时，现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

济南市政府签订《共同培育透明质酸

产业集群战略合作协议》，将携手打

造“中国透明质酸先进集群”，以点带

面促进透明质酸产业高质量发展，巩

固济南在全球透明质酸产业中的引

领地位，塑造济南市透明质酸产业集

群标签。

此外，“山东北方美谷化妆品研

究院”也在大会上揭牌，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该研究院是依托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日

化行业协会等机构，联合华熙生物、

山东山科美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企业搭建的山东省化妆品产业技术

开发协同创新平台，将为山东省化妆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

支持。“接下来，山东北方美谷化妆品

研究院将在世界透明质酸谷产业示

范区内成立平台项目公司，建设北方

美谷研究院功能性护肤品研发测试

平台，主要为省内化妆品企业提供技

术和服务支持，作为打造‘北方美谷’

化妆品产业崛起的重要支点。”

魏斌表示，目前，济南市在梯次

培育壮大企业、支持企业协同创新、

加快完善产业链条等方面下功夫。

“一方面加大对龙头企业支持力度，

支持初创医美企业快速发展，另一方

面，济南市将成立由医美产业龙头骨

干企业发起的协同创新联盟，运用市

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实现医美产业

链供应链上企业、研发机构、金融投

资机构深度合作。同时，加快完善产

业链条，加快引进一批国内外领先的

医美机构（企业），包括光电医疗器械

研发、原辅料等生产企业，实现本地

化配套。”

据介绍，为支持产品推广应用，

济南市工信局提出将对以透明质酸

为原料自主创新新产品上市销售后

每个产品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同

一年度每个企业累计最高奖励 50
万元。

任广锋表示，面向未来，济南将

合理规划原材料、配套产业布局，依

托山东本地雄厚农业基础稳定原材

料供应上游，依托高新区生物医药全

产业链基础，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

医学耗材、保健品、产品包装等配套

产业布局；发挥合成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研究机构的研发优势，对微

生物发酵技术进行新的优化升级，搭

建产学研合作大舞台，引领透明质酸

行业前沿；布局产业链延伸，聚焦更

多领域透明质酸衍生产品的研发生

产，真正助推产业迈向万亿级别；充

分发挥华熙生物、福瑞达等行业龙头

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聚集，形成优质产业集群，培育更多

知名行业品牌。

“小分子”撬动健康产业大发展
济南发力培育透明质酸产业集群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6月7日午后，长春高新（000661）
股价闪崩跌停，全天成交接近 20 亿

元，换手率达3.37%。盘后数据显示，

5机构合计卖出2.82亿元。去年长春

高新多次盘中闪崩跌停，均与网上流

传着其拳头产品将纳入集采的消息

有关，但后来证实为虚假消息。但这

一次，集采可能真的要来了。

近日，一份名为《关于报送浙江省

公立医疗机构第四批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品种范围相关采购数据的通知》的文

件截图在网上流传，落款时间为2023
年5月31日，附件清单中包括人生长激

素（重组人生长激素），这或是长春高新

今日股价波动的主要原因。

对此，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向浙

江省药械采购中心办公室确认，上述

文件确实在内网发布过，但截至目前

尚未对外公布；该名单上确实包含重

组人生长激素，但未指明是哪家单位

的产品。

根据该文件的通知，本次报量，

医疗机构填报时间为2023年6月5日

至 6月 25日；各级医保局审核截止时

间为2023年6月27日。

各医疗机构需根据 2022年度实

际采购量和临床用药需求合理进行

预采购量填报，其中生物制品填报预

采购量产品范围是属于带量采购品

种范围且已维护国家医保药品编码

的涉及带量采购产品，医疗机构可按

采购需求填报不同企业产品的预采

购量。

本次参与集采的医疗机构除包

括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共体）、

部队医疗机构外，还鼓励定点民营医

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参加。

重组人生长激素，是长春高新的

拳头产品，纳入集采，意味着可能面

临产品降价风险。

对此，长春高新证券部有关人士

则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目前

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关于集采暂

时没有更新消息，从以往情况来看，

集采对公司业绩影响“中性偏好”，基

本能实现以价换量的目标，对公司业

绩影响不大。

实际上，去年以来，区域性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政策零散推出，长春高新

的重组人生长激素已经有产品被广东

联盟、福建、河北等部分省份纳入了省

际集采目录，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长春高新旗下的多款重组人生

长激素，主要由其子公司金赛药业研

发及生产，包括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粉针剂）、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

（水针剂）、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

注射液（长效水针剂）。

据了解，粉针是长春高新上述重

组人生长激素多个产品中价格较低、

对业绩贡献占比较少的产品，而价格

较高且收入占比较高的是水针和长

效水针。尽管上述多个省级集采中

已推出水针集采，但长春高新仅中标

了粉针，没有水针。

正因为此，尽管去年长春高新的粉

针已降价纳入集采，但影响有限。金赛

药业的全年业绩还出现了增长，全年实

现收入102亿元、净利润42亿元。

长春高新在2022年报中表示，尽

管报告期内市场环境受到不利因素

的严重影响，但儿科产品的新患入组

率仍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长效生

长激素的销售占比也有所提升。

去年中标的集采逐步在今年开

始实施。今年第一季度，金赛药业业

绩出现下滑：实现收入 23.53亿元，同

比下降 11.14%，实现归母净利润 8.95
亿元，同比下降25.73%。市场人士分

析认为，业绩下滑可能与集采有关。

长春高新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金赛药业一季度业绩下滑主要是因

为，去年同期为保证市场供需紧急发

出了6亿余元产品导致相关业绩基数

较高，跟集采无关。实际上，中标粉

针集采相关省份的业绩，今年一季度

仍然是增长的。

近年以来，市场担心长春高新水

针一旦降价中标集采，可能会对业绩

造成影响。

此次浙江第四批集中带量采购

纳入的重组人生长激素更加引起市

场关注，因为长春高新在浙江的收入

占比比较高。不过截至目前，此次集

采纳入的是水针还是粉针，暂时还未

得到官方确认，具体的情况还有待后

续官方公布的文件证实。

近两年，重组人生长激素纳入集

采的呼声渐高，长春高新已经开始采

取措施应对。

一方面，长春高新采取多种措施

应对重组人生长激素集采可能带来的

影响，包括拓展民营机构渠道、产品实

现自产、加速推进新一代产品上市等。

另一方面，长春高新开始抓紧布

局其他新药物管线，试图降低单一主

营产品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截至目前，长春高新的新布局药

物管线包括胃癌治疗领域的金妥昔

单抗注射液、痛风治疗及预防领域的

注射用金纳单抗、减肥产品方面的胃

占容、麻醉领域引进复方利多卡因产

品等。

长春高新跌停 公司回应集采影响

黄翔黄翔//供图供图 官兵官兵//制图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星环科技(688031)拟进一步在AI
等领域布局，提升产品核心竞争能

力。6月7日晚间该公司公告，拟定增

募资不超15.21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数据分析大模

型建设项目、智能量化投研一体化平

台建设项目、数据要素安全与流通平

台建设项目、AI知识助理建设项目和

研发及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据公告披露，本次募投项目中智

能量化投研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数

据要素安全与流通平台建设项目、AI
知识助理建设项目是对星环科技现有

产品的升级研发，实现技术升级和产

品更新换代，是现有业务的延伸和拓

展。数据分析大模型建设项目则是在

现有业务之下开发形成新产品线。研

发及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则是为上市公

司研发及运营活动提供场地及设备

支持。

作为较早涉足AI等领域的企业

级大数据基础软件开发商，星环科技

2022年 10月上市后即备受资本市场

追捧，今年 4月该公司股价曾一度迈

过150元/股。

2022年，星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3.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62%，其

中，大数据基础软件业务为公司最主

要的业务收入来源，收入3.06亿元，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81.99%。从终端客户

所在行业的分布来看，该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主要来自金融、政府、能源、电

信、交通、制造业等行业或部门，其中

金融和政府占比较大，均为30%以上。

据该公司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2022年星环科技新签订单

金额约4.98亿元，同比增长36.45%，高

于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增速，为后续

业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按照订单所

属行业来看，政府、电信、交通、医疗、IT
与互联网等行业的订单增速较高。报

告 期 内 ，公 司 新 客 户 的 收 入 约 为

11884.43万元，同比增长56.81%，其中

确认收入金额大于100万元的新客户

数目持续提升，由2021年的12家增长

至 2022年的 34家。高价值的新客户

主要来自于金融、政府和电信行业。

此外财报显示，近年来星环科技

研发支出金额不断增长。最近三年，

该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 1.09 亿

元、1.4亿元、1.9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分别为42.11%、42.46%、52.06%，

研发投入金额和收入占比均保持着较

快的增长速度。但截至 2023 年 3 月

末，公司账面资金余额（货币资金及交

易性金融资产）为 14.33 亿元，其中

IPO募集资金 10.71亿元，剩余可支配

资金为3.62亿元。

星环科技称，公司未来将在现有

技术优势上，持续发力大数据、云计算

和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升级大数据基

础平台和数据云平台、分布式关系型

数据库、数据智能分析工具和数据开

发工具的技术及产品质量，引领大数

据基础软件行业的技术水平。但公司

现有可支配资金难以覆盖此次再融资

项目投资规模，需要通过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予以投入。

对于此番定增募投项目，星环科

技也表示，借助在大数据行业的技术

优势地位，公司不断在人工智能领域

开展研发，在大数据开发与智能分析

技术方面已形成了一定的技术研发

成果。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均有较好的市场前景，通过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可培育挖掘新

的营业收入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盈利

能力。

此外，算力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

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人工智能应

用落地的必备资源。软件智能化水平

的提升，需要在软件开发过程中运用

更多的现实数据对算法进行打磨修

正，需要更为充足的算力支持。本次

开展一定规模的自有算力建设可为公

司产品后续持续升级迭代、提升智能

化和数据处理能力提供基础设施

支持。

星环科技称，现阶段，语言大模型

ChatGPT 已成为现象级应用，人工智

能进入普及应用的新时期，数据分析

大模型建设项目可为客户提供大数据

分析大模型基础设施、工具和全流程

管理的助手工具，具有较为广阔的市

场前景。智能量化投研产品凭借其独

有的金融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力，已经

是重要的投资辅助工具之一，其下游

市场包括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私

募基金管理机构等金融机构的资产管

理业务，智能量化投研一体化平台建

设项目下游市场空间庞大。

星环科技拟募资15亿
投建AI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