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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万元（含

此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占比

人源化胶原蛋白 FAST数据库

与产品开发平台项目
115,000.00 57.50%

补充流动资金 85,000.00 42.50%

合计 200,000.00 100.00%

在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的实际情况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

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

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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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一、积极响应我国大健康产业需求，弥补国内市场空缺

随着社会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临床医学对高效、安全治疗手段的迫

切需求，创新医疗器械和高端医疗产品的研发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国内在皮肤

肌肉修复、软骨修复、毛发增量及干眼症治疗等领域，现有的临床治疗方案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高端医疗器械的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较弱，众多高端产品

仍需依赖进口，导致国内市场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发展空间。公司采用先进的生

物合成技术，成功制备出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其不仅能够克服传统动物源胶原

蛋白的局限性，如病毒隐患、排异反应等，还能提供具有天然胶原生物学功能的

高端医疗产品，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本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有

效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还能推动国内医疗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本项目

有助于积极响应大健康产业的需求，弥补国内市场空缺，是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推动医疗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解决行业研发痛点

当前，生物合成领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痛点。传统生物合成研发方法存

在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等痛点。以蛋白质设计为例，传统方法高度依赖

试错法，单次新型蛋白质的设计和筛选的实验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时间且成本

高昂，成功率较低。并且，生物合成过程中涉及大量复杂的数据，传统方法难以

有效整合和利用这些数据，限制了研发的精准性和创新性。大量研发实验积累的

数据缺乏系统性的数据库支持，导致研发过程中的数据无法有效反哺模型训练，

难以形成高效的研发闭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研究胶原蛋白的氨

基酸序列、结构、功能、产业及应用均有重要推动作用，能够加速蛋白质结构预

测、功能优化和新药研发，提高研发效率和准确性，推动生物合成从传统实验方

法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转变，对我国早日实现 28种型别胶原蛋白产业化有重

大战略作用。

本项目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引入 AI技术建设规模化 FAST数据库，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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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AI胶原智脑系统”，融合多模态 AI训练框架，整合胶

原蛋白序列数据和多模态实验数据，包括三维结构、生物化学性质、细胞实验、

动物模型等。通过深度神经网络和对抗生成网络（GAN）的结合，构建了具有

自我优化能力的迭代式设计闭环，能够挖掘序列与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AI设

计参数直接对接高通量自动化实验与生产体系，实现了从计算设计到实验验证的

无缝衔接，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和优化路径。与此同时，FAST数据库建立了实

验数据闭环系统，通过 AI驱动的实验设计与反馈机制，新增实验数据包括蛋白

表达水平、纯化表现、结构稳定性、生物功能等多维度信息，这些数据反哺 AI

模型训练，可以不断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创新能力。此外，FAST数据库涵盖哺

乳动物细胞和微生物两大技术平台，满足质粒、重组蛋白从研发到中试全产业链

技术开发，确保研发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可规模化制造的产品。

通过本项目 FAST数据库的搭建，实现从序列设计到生产工艺的全链条整合，

AI设计参数直接对接工业化生产体系，确保研发成果快速转化，并且持续累积

的实验反馈数据形成“数据+算法”双重护城河，为公司建立不可复制的竞争优

势，进而助力公司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抢占市场先机，增强核心竞争力。此外，

通过整合多模态数据、优化预测模型、构建实验闭环，FAST数据库将极大促进

生物医学研究、推动新药发现、支持能源与生物技术发展，为人类健康与全球可

持续性贡献创新力量。

三、契合新质生产力要求，提高综合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的生产力，其主要载体是产业，核心引擎是创新。本项目进行重组胶原蛋白研发

与 FAST数据库建设，深度契合新质生产力“创新主导、要素重构、产业升级”

的核心逻辑。在劳动者维度，通过 AI驱动的多模态数据平台与自动化实验系统，

将传统生物工程师从低效试错中解放，转向具备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的“生物

+AI”复合型人才，依托数据库的自我优化能力实现知识快速迭代；在劳动对象

维度，重组胶原蛋白突破性解决了三螺旋结构稳定性与功能性平衡难题，将生物

材料从传统组织修复载体升级为具备自组装、热可逆等智能特性的“活性生物元

件”，而 FAST数据库通过百万级序列数据与实验反馈形成的动态知识图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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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首次成为驱动生物制造的核心生产资料。这一双重创新推动生物合成产

业价值链条重构，精准设计参数直通绿色制造体系，既实现全球首个万吨级人源

化胶原蛋白的低碳生产，又以“数据-算法-实验-产业”闭环打破生物制造规模化

的“死亡谷”，推动生物经济从资源依赖型向智能创造型跃迁，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可编程生物材料+可进化知识系统”的新质生产力范式，并响应国家绿色低

碳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形成覆盖人才、技术、产业的立体化创新生态，从而提

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四、拓展产品矩阵应用领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公司作为现代生物合成领域的领军企业，已经建立以 A型重组人源化胶原

蛋白为核心原材料的各类终端医疗器械产品、功能性护肤品为核心的产品矩阵，

终端产品主要应用于医疗美容、皮肤科、妇科、外科、五官/口腔科、肛肠科、

护肤等不同场景。重组胶原蛋白作为一种高性能、高附加值的生物材料，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和市场需求，它不仅能够为医疗领域提供优质的创伤修复、组织工

程等解决方案，还能在毛发增生及滴眼液领域发挥抗衰老、组织修复等多重功效。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进步，重组胶原蛋

白的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在当前生物医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进一

步拓展公司产品矩阵应用领域，加大产能规模，提高盈利能力，是符合公司可持

续发展和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本项目通过开发不同型别的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

扩大生物新材料落地并转化到不同应用场景，不仅能够填补公司在伤口护理、骨

科植入材料、毛发健康、眼科药物领域的空白，还能够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

和附加值，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研发和应用重组胶原蛋白，公司能

够进一步巩固在生物合成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品牌影响力，为企业的长远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6

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促进项目产能消化

本项目开发的重组胶原蛋白主要应用于伤口护理、骨科植入材料、毛发健康、

眼科药物等领域，其市场规模如下。

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根据 Frost & Sullivan的数据，2024年，中国基于胶

原蛋白的生物医用材料市场规模约为 81亿元，其中，基于重组胶原蛋白的生物

医用材料市场规模约为 14亿元，基于动物源胶原蛋白的生物医用材料市场规模

约为 67亿元；在伤口护理领域，根据 Global Growth Insights的数据，全球伤口

护理市场规模由 2024年的 2,342.8亿元增长至 2034年的 3,368.8亿元；在骨科植

入材料领域，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骨科植入医

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 504亿元；在毛发健康领域，根据 Frost & Sullivan的数据，

中国毛发健康市场近年来呈现强劲增长趋势。2024年中国毛发健康市场规模约

为 857.4亿元，其中毛发种植达到 219.0亿元；在眼科药物领域，根据灼识咨询

的数据，2024年，中国眼科药物的市场规模达到约 435.6亿元。基于以上各领域

市场规模，本项目市场前景广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有利于促进项目产能消化。

二、强大的技术储备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实支撑

公司注重创新与研发，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公司成功研发了重组 III 型人

源化胶原蛋白，并以该材料作为唯一成分，开发了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重组 III

型人源化胶原蛋白冻干纤维”、“注射用重组Ⅲ型人源化胶原蛋白溶液”和“注

射用重组Ⅲ型人源化胶原蛋白凝胶”，并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是

目前仅有的三款注射级别的重组 III 型人源化胶原蛋白生物医用材料，目前正在

开展该材料在妇科、泌尿科、外科、骨科、心血管等各种医疗场景的应用开发。

此外，公司与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及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深圳湾实验室等多所知名院校、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保持合作，并分别成

立了“复旦—锦波功能蛋白联合研究中心”、“川大—锦波功能蛋白联合实验室”、

重医二院—锦波“功能蛋白临床转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锦波生

物肿瘤治疗联合研究中心”和“深圳湾实验室-锦波生物基新材料联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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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合作研发及临床研究，持续对细胞生物学、病毒学、药物学等进行研究，深

入研究病毒进入抑制原理，挖掘不同病毒进入抑制剂的应用范围及协同效应，推

进不同类型胶原蛋白的空间结构及功能位点的解析，储备更多具备不同特点的功

能性蛋白。公司经过多年积累，在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领域处于国内技术领先地

位，形成独特的技术和研发优势。因此，公司依托研发核心，凭借强大的研发实

力和技术积累，为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三、专业的研发团队为项目实施提供良好保障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截至 2024年末，研发人员共 212人，占总员工

人数的 25.76%，其中 84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均

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和丰富的研发经验。同时，公司聘请四川大学张兴栋院士为生

物材料首席科学顾问、聘请复旦大学姜世勃教授为首席科学家。上述研发团队及

外聘专家为公司的研发工作带来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公司目前拥有的研发

团队及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可以为项目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8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人源化胶原蛋白 FAST数据库与产品开发平台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根据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等因素，拟通过新建场地购置研发、AI及生

产设备，进行 FAST数据库建设及新型胶原蛋白系列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本项目

投资总额为 126,029.50 万元，拟使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15,000.00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项目投资概算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26,029.50万元，具体投资概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总投资构成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建设投资 122,367.75 97.09%

1.1 建筑工程费 32,744.63 25.98%

1.2 设备购置费 62,176.28 49.33%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2,551.32 17.89%

1.4 预备费 4,895.51 3.88%

2 铺底流动资金 3,661.75 2.91%

合计 126,029.50 100.00%

注：1.3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包括 9,761.94万元土地出让费，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支付完毕。

（三）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锦波医学生物材料（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锦波”）。

（四）建设周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36个月。

（五）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京兴经信局备[2025]71号项目备案证明，环评等手续正在办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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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预计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08 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5.82%，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金额为 85,000.00万元，以满足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并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长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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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人源化胶原蛋白 FAST

数据库与产品开发平台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系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

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与公司发展战略及现有主业紧密相关，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

司盈利水平，在巩固原有优势的前提下，加速研发成果快速转化，拓展产品矩阵

应用领域。通过研发和应用重组胶原蛋白，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生物合成领域的领

先地位，提升品牌影响力，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短期内可能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

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摊薄，但募集资金到位并投入使用后，公司筹

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金实力将

得到增强，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公司的资本结

构将更加稳健，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后

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人源化胶原蛋白 FAST

数据库与产品开发平台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大，

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可能会被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从中长

期来看，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竞争实力，对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盈利能力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本次募集资金有效增

强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充足的流动性将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

有助于增加未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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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公司盈利增长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顺利

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水平，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

东利益。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具有较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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