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年 6月） 

证券代码：688065                                证券简称：凯赛生物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时间、地点及 

参与单位名称 

2021年 6月 7日 下午 公司现场 

华安证券、富安达基金、银河基金、东证资管 

2021年 6月 10日 下午 公司现场 

长盛基金、华安证券 

2021年 6月 15日 下午 公司现场 

光大证券、华西证券、川财证券 

2021年 6月 23日 上午 公司现场 

中金证券、博鸿资产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臧慧卿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1、 山西太原产业基地建设进展情况？ 

公司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合作，共同

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投资打造“山西合成生物产业生

态园区”。该产业园将依托凯赛生物以农产品和精细煤化工

产品为原料，以“生物基戊二胺”、“长链二元酸”等单体材

料为核心，吸引生物材料上下游企业，建设生物材料产业集

群，助力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山西省、太原市和综改区三



级政府从基础设施、政策、能源、技术等多方面为产业园的

建设进行资源配置。 

今年 1月，山西合成生物产业园年产 4万吨生物法癸二

酸和年产 90 万吨生物基聚酰胺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目

前公司山西项目（包括研究院设计及建设、设备采购、土建

工程等）正在稳步推进中。 

 

2、 公司目前重点研究领域及方向？ 

公司目前持续重点开发具有大型应用场景的生物基新

材料，特别是热塑性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公司开发的以玻璃

纤维和碳纤维增强的生物基聚酰胺具有轻量化、高强度、耐

高温、高耐磨、耐腐蚀等特点，赋予了生物基聚酰胺“原料

可再生、产品可回收、成本可竞争”的优势，将在车辆、风

电、航空、建筑材料等需要轻量化的应用领域实施推广。 

同时，公司继续研究生物废弃物的产业化利用。基于未

来生物制造大规模应用的情形下，使用玉米等粮食作物作为

原材料的方式不可持续，公司拟开发高效的生物质纤维的预

处理、纤维素糖化、杂糖生物利用等综合技术，目标是将秸

秆等农业废弃物作为生物制造原料，达到或超过使用玉米等

粮食原料的经济效率。公司将选择乳酸/聚乳酸等生物可降解

材料作为秸秆原料的产业化示范项目，同时进行生物废弃物

用于聚酰胺、氨基酸、生物燃料等具有成熟市场的产品开发，

实现在生物制造规模化时“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 

 

3、 秸秆处理的难点？ 

秸秆生物炼制面临一系列科学和技术难点。例如（1）收

储技术和成本：秸秆产地分散，密度低，运输成本高；堆积

过程容易发霉发热甚至燃烧；（2）预处理：秸秆的除尘、处



理方法、处理成本、设备设计、杂质、收率等问题都是秸秆

处理需要解决的问题；（3）纤维素/半纤维素水解：秸秆中的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需要高效和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水解，变成

微生物可以利用的糖。水解的方式和成本是一个制约因素；

（4）木质素应用开发：木质素除燃烧之外的附加值的开发也

需要进一步研究。 

公司在实验室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方式开发了一组技术

以综合解决上述问题，目前正在准备中试。 

 

4、 公司近期股权解禁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及股东承诺， 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司部分

股东的股权将解禁。本次解禁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

二级市场的流通股数量与市场活跃度。 

 

5、 公司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及近期规划？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2003 年山东生产基地的第一条生

物法聚合级长链二元酸投产；2007年实现生物丁醇产业化；

2014 年生物基戊二胺/聚酰胺产业化获得突破，并建成千吨

级中试线；2020 年 8 月登陆上交所科创板。 

目前公司乌苏 10 万吨生物基聚酰胺生产线正在加紧调

试将于今年中期投产。研发方面，公司一方面加大在生物基

聚酰胺应用开发的投入，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生物制造原料

的长期供应和生物废弃物的再利用，公司正在开展秸秆处理

和应用的中试实验。 

山西项目的建设也是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公司于去年

10 月与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签约合作，今年

1 月，山西合成生物产业园年产 90 万吨生物基聚酰胺项目和

年产 4 万吨生物法癸二酸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公司山西

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在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投资打造



“山西合成生物产业生态园区”。 

 

6、 二元酸下游应用及产品销售情况？ 

公司通过生物制造技术，能够生产从九碳到十八碳的各

种链长二元酸（目前以 DC12、DC13为主），相比以十碳和十

二碳二元酸为主的传统化工生产方法，产品种类更丰富，且

兼具经济性及环保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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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公司生物法长链二元酸产品不断扩大下游应用领域，

目前已形成高性能长链聚酰胺、香料、高档热熔胶、高档润

滑油、耐寒增塑剂、粉末涂料等下游应用市场。此外，公司

超长链二元酸产品用于诺和诺德长效降糖药索马鲁肽。公司

近来研发了生物法癸二酸的生产技术，癸二酸的下游应用主

要为尼龙，例如 PA610、PA1010等，其次还可以作为环氧固

化剂、防锈剂等产品的原料。 

由于生物法戊二胺和聚酰胺尚未规模化生产，因此目前

公司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长链二元酸业务。 

 

7、 玉米作为公司生产戊二胺的重要原材料的采购情

况？ 

凯赛（乌苏）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为量产进行原料提前准

备，2019 年玉米采购旺季进行了玉米集中采购，用于计划投

产后的聚酰胺产品生产，受疫情影响，截至目前，该聚酰胺

生产线尚处于调试阶段，实际的玉米消耗量较少，玉米库存

充足。今年中期项目投产后玉米用量将提升，因此今年秋季

会根据原料使用情况、价格等因素安排采购。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依据生产需求和大宗材料市场行情走

势，制定采购计划。未来，公司在山西拟利用国际低成本的

农作物作为工业原料。 



 

8、 公司生产过程中的纯化技术情况？ 

生物制造产品应用于高端聚合物材料时，对聚合单体产

品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生物转化/发

酵体系的分离纯化技术”为系统化的分离纯化平台，公司通

过该项技术实现了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系列产品、生物基戊二

胺产品在生物制造过程中的高效分离提纯。 

 

9、 公司技术的壁垒性？ 

公司经过 20 年在生物制造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实践，

形成了利用合成生物学手段开发微生物代谢途径和构建高

效工程菌、微生物代谢调控和微生物高效转化、生物转化体

系的分离纯化以及聚合工艺及其下游应用开发四大核心技

术，共同构成公司的技术壁垒。这四大核心技术是相辅相成

的，尤其对于生物法产品应用于高端材料领域时，对产品质

量有很高的要求；为了在市场上有更高的竞争力，必须具有

成本优势；而质量和成本都需要有技术做支撑。能否突破生

物制造的技术瓶颈，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是产业化实现的

关键。 

 

10、 公司生物法产品开发的选择标准？ 

目前能够由化学法生产的产品大多在工艺上已经很成

熟，且其特性已被市场广泛开发应用，该种情况下从成本的

角度考虑，生物法往往不占优势。所以选择化学法合成有困

难并且附加值高的产品，或许会成为生物法的机会。 

以十二碳二元酸为例，生物法完全不同于化学法的生产

路线，产品的化学法工艺复杂且成本高，生物法则具有显著

成本优势。而生物法产品对化学法产品在市场上的成功替



代，也证明了生物制造的优势。 

 

11、 生物基聚酰胺的下游应用与产品优势？ 

公司依托生物基聚酰胺产品打造应用于纺织领域的产

品并命名为“泰纶”，近日，公司泰纶®细旦生物基聚酰胺 56

纤维成功入选中国纤维流行趋势 2021/2022，是权威机构对

凯赛生物基产品的高度认可。泰纶®可用于轻运动时尚服装、

工服等领域，其在阻燃、吸湿排汗、染色能力等方面都有一

定优势。 

应用于工程材料的产品命名为“ECOPENT®”，可用于电

子电器、汽车零部件、扎带等领域。耐高温聚酰胺（尼龙）

是一种具有各种优越性能的热塑型工程材料，可以完全回

收，能够替代环氧树脂在轻量化领域的应用。但是，目前化

学法制造的耐高温尼龙生产成本高，加工难度较大，市场价

格远高于尼龙 66，限制了市场的广泛应用，并让位于环氧树

脂。环氧树脂是热固型材料，不可回收，根据欧共体出台的

政策，未来有可能被禁止使用。公司研发的耐高温聚酰胺材

料，在高温下具有良好的耐蠕变、尺寸稳定、耐化学性高，

且制造工艺比常规的固相增粘高温尼龙效率大幅提高，产品

在熔融状态下具有非常好的流动性，方便加工。这意味着公

司耐高温生物基聚酰胺制造成本将远低于常规高温尼龙，与

环氧树脂相比更具竞争力。公司的生物基聚酰胺产品将能够

做到原料可再生、产品可回收、成本可竞争。 

 

12、 公司产品布局？ 

公司目前主营产品的产能如下： 

（1）生物法长链二元酸（DC11~DC14 为主），年产能 7.5

万吨，目前分布在山东金乡和新疆乌苏的两个生产基地； 



（2）生物法癸二酸 DC10，是凯赛近期开发成功的一种

新的长链二元酸，目前正在太原生产基地建设年产能 4 万吨

的生产线，预计 2022 年具备投产条件。 

（3）乌苏生产基地系列生物基聚酰胺，年产能 10 万吨

（生物基戊二胺，年产能 5 万吨，主要作为聚酰胺的原料自

用，少量外售），预计今年中期投产。 

 

13、 乌苏聚酰胺生产线情况？ 

凯赛（乌苏）年产 5 万吨生物基戊二胺及年产 10 万吨

生物基聚酰胺生产线经过调试，计划于本周末开始投料生

产，首批正式生产的生物基戊二胺预计于 6 月底产出，后续

的生物基聚酰胺连续聚合和间歇聚合工段将随着生物基戊

二胺的产出同时接续开启，生产不同品种和不同规格的生物

基聚酰胺产品。 

截至目前，上述生产线调试产出的生物基戊二胺及在连

续和间歇聚合装置上获得的生物基聚酰胺产品质量均达到

设计指标，调试相关样品已经通过部分工程塑料和纺丝客户

的验证。公司用于纺织领域的生物基聚酰胺 56 产品进行了

“全消光-高速-熔体直纺”工艺技术的验证，高效制备合格

的预取向丝（POY）和全牵伸丝（FDY），取得了理想的实验

结果。该工艺节省了常规切片纺过程中的切粒、切粒干燥、

螺杆再熔融等环节，将进一步加强公司聚酰胺 56 民用丝纤

维在产品性能和纺丝成本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14、 研发人员薪资及激励情况？ 

公司建立了适合公司发展需求的薪资体系，薪酬的制定

将考虑员工的岗位、专业、业绩、学历等多方面因素，充分

调动研发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释放研发技术人员的研发

潜力，提高创新能力。 



公司不断完善对核心技术人员和人才的激励机制和保

护措施，建立人才梯队培养模式。同时，公司还通过股权激

励方式增强研发人员的稳定性及其与公司发展目标的一致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