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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积极关注脑机接口作为医药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投资机会 
 

行业动态： 

1) 2024 年 4 月 3 日，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景和带队到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调研医疗器械研发创新工作。徐景和指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坚持创新引领，在神经疾病领域医疗器械研发、临床试验、转化应用等方
面，特别是脑机接口研发创新取得了系列成果。 

2)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公布《全国药品集中采
购文件(胰岛素专项接续)》。 

 

市场观察： 

近期整体医药行情分化，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上涨 1.31%（排名 25/31），年初至
今板块下跌 11.57%（排名 30/31）。 

 

投资思考：积极关注脑机接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投资机会 

事件： 

2024 年 4 月 3 日，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景和带队到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调研医疗器械研发创新工作。徐景和指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坚持
创新引领，在神经疾病领域医疗器械研发、临床试验、转化应用等方面，特别
是脑机接口研发创新取得了系列成果。国家药监局将持续深化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政策引领和技术指导，助力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
端医疗器械早日上市。 

点评：  

脑机接口从科研端迈向临床端，评审有望进一步助力行业发展 

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 BCI）是在生物脑与智能机器之间建
立信息交流的直接通道，可以实现大脑与智能机器的双向交互、协同工作及功
能融合。脑机接口作为国家创新产业的重要应用领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
现。器械审评改革有望加速脑机接口的研发转化落地，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脑机接口市场潜力广阔，鼓励政策频出，应用场景多元 

——①市场端：据麦肯锡 2020 年研究报告显示，2030-2040 年脑机接口全球
每年的市场规模可能在 700 亿到 2000 亿美元之间。 

——②政策端：2024 年 1 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突破脑机融合、类脑芯片、大脑计算神经模型等关键技术和核
心器件，研制一批易用安全的脑机接口产品，鼓励探索在医疗康复、无人驾驶、
虚拟现实等典型领域的应用。 

——③应用端：开展以脑疾病诊治与康复为核心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和智能决
策、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布局神经数字疗法、神经电子药物和
智能神经康复三个研究方向。 

相关企业： 

1） 海外代表企业：Neuralink、BrainGate、Synchron、Mindmaze 等 

2） 国内代表企业：诚益通、翔宇医疗、三博脑科等 

相关报告：2024 年 3 月 29 日外发报告《天风医药产业前沿专题系列研究-脑
机接口产业：盛放前夜，未来已至》 

 

风险提示：研发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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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动态 
 

行业动态： 

1) 2024 年 4 月 3 日，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景和带队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调研医疗器械研发创新工作。徐景和指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坚持创新引领，在神

经疾病领域医疗器械研发、临床试验、转化应用等方面，特别是脑机接口研发创新取得了

系列成果。 

2)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公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胰

岛素专项接续)》。 

 

市场观察： 

近期整体医药行情分化，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上涨 1.31%（排名 25/31），年初至今板块下

跌 11.57%（排名 30/31）。 

 

2. 投资思考：积极关注脑机接口作为医药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投资
机会 

事件： 

2024 年 4 月 3 日，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景和带队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调

研医疗器械研发创新工作。徐景和指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坚持创新引领，在神经疾
病领域医疗器械研发、临床试验、转化应用等方面，特别是脑机接口研发创新取得了系列

成果。国家药监局将持续深化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政策引领和技术指

导，助力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端医疗器械早日上市。 

点评：  

脑机接口从科研端迈向临床端，评审有望进一步助力行业发展 

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 BCI）是在生物脑与智能机器之间建立信息交流
的直接通道，可以实现大脑与智能机器的双向交互、协同工作及功能融合。脑机接口作为

国家创新产业的重要应用领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器械审评改革有望加速脑机接

口的研发转化落地，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脑机接口市场潜力广阔，鼓励政策频出，应用场景多元 

——①市场端：据麦肯锡 2020 年研究报告显示，2030-2040 年脑机接口全球每年的市

场规模可能在 700 亿到 2000 亿美元之间。 

——②政策端：2024 年 1 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突破脑机融合、类脑芯片、大脑计算神经模型等关键技术和核心器件，研制一批

易用安全的脑机接口产品，鼓励探索在医疗康复、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等典型领域的应用。 

——③应用端：开展以脑疾病诊治与康复为核心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和智能决策、人机交

互等关键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布局神经数字疗法、神经电子药物和智能神经康复三个研究

方向。 

相关企业： 

1） 海外代表企业：Neuralink、BrainGate、Synchron、Mindmaz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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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代表企业：诚益通、翔宇医疗、三博脑科等 

 

2.1. 脑机接口定义 

定义：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 BCI）是在生物脑与智能机器之间建立信息交

流的直接通道，既可以解读脑部信号、控制外部设备，也可以将信息编码输入大脑，实现
替代、修复、增强或改善脑功能的作用，以实现大脑与智能机器的双向交互、协同工作及

功能融合。 

原理：脑机接口的原理基础是脑科学，通过采集不同脑功能区位置与不同深度的电信号，

并利用预处理、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从而实现对大脑活动状态或意图的解码，并可以把

大脑活动状态、解码结果、与外界通信或控制结果反馈给用户，进而调节其大脑活动以获

得更好的性能。 

分类：1）侵入式脑机接口是通过手术等方式将信号采集装置（电极）直接植入患者大脑

皮层，以获得高强度、高质量的信号，但此种方式经济成本和安全风险均较高，极有可能

引发免疫反应和脑胶质细胞结痂等炎症反应，从而导致信号质量下降。 

2）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同样是通过手术方式植入电极，但电极处于颅腔内，未达到大脑皮
层，相较于侵入式脑机接口，虽采集到的信号较弱，但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发生率均较低，

安全系数较高。 

3）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则无需手术，只需将电极附着在头皮上，虽记录到的信号强度较弱，

但避免了昂贵的手术费用和不良反应的发生。 

图 1：不同的检测大脑电活动方式 

 

资料来源：《2022 脑机交互神经调控前沿进展白皮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脑机接口应用前景广阔 

脑机交互神经调控现已成为国际学术和应用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方向，在面向未来的科技创
新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现代医学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不断探索，人类对于视觉、听
觉、运动、语言等大脑功能区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通过脑机接口设备获取这些大脑功能
区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在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诊断、筛查、监护、治疗与康复领域拥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科研实验平台重视神经创新技术的研发，具有交叉融合特色实验支撑的能力。神经影像技
术研发、神经计算软件研发、神经电子技术研发等多方面神经技术的研发，对神经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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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调控和神经计算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开展以脑疾病诊治与康复为核心的重大基础科
学问题和智能决策、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布局神经数字疗法、神经电子药
物和智能神经康复三个研究方向。 

图 2：不同脑机接口在医疗场景的运用 

 

资料来源：人工智能实验室、华兴资本分析，天津大学新闻网，植入式脑机接口在医疗与科研中的作用与应用（刘菱等），

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国家脑科学鼓励政策频出 

2024 年 1 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做
优信息服务产品。发展下一代操作系统，构筑安全可靠的数字底座。推广开源技术，建设
开源社区，构建开源生态体系。探索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构建下一
代互联网创新应用和数字化生态。面向新一代移动信息网络、类脑智能等加快软件产品研
发，鼓励新产品示范应用，激发信息服务潜能。 

 

表 1：国家地方鼓励政策密集落地 

时间  政府机构  政策名称  内容  

2020 年 8 月 发改委、科技部、

工信部等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 

规范人与信息系统多通道。多模式和多维度的交互途径、模式、方法和技术要求， 

解决语音、 手势、 体感、 脑机等多模态交互的融合协调和高效应用的问题，确

保高可靠性和安全性交互摸式。人机交互标准包括智能感知、动态识别、多模态交

互三个部分。 

2020 年 12 月 科技部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

展规划） 

在智能计算、高端芯片、智能感知、脑机融合等重点领域加快布局，筹建类脑智能、

智能计算、数字孪生、 全维可定义网络等重大基础平台。 

2021 年 9 月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工信部等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

施方案》 

瞄准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按照高水平、小规模、 

重特色的要求，主要面向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每年举办 300 期

左右国家级高级研修班，培养培训 2 万名左右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

才，培养造就一批素质优良、创新能力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2021 年 10 月 国务院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

运用规划》 

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健全高质量创造支持政策，加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探测等

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 

2021 年 12 月 国务院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发展健康促进类康复辅助器具。加快人工智能、脑科学、虚拟现实、可穿戴等新技

术在健康促进类康复辅助器具中的集成应用。发展外骨骼康复训练、认知障碍评估

和训练、沟通训练、失禁康复训练、运动肌力和平衡训练、老年能力评估和日常活

动训练等康复辅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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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国务院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展卫生健康领域科技体制改革试点， 启动卫生健康领域科

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实施“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等重大项目以及“常见多发病防治研究”、“生育健康及妇女儿童健康

保障”等重点专项。 

2022 年 8 月 科技部、中宣部

等 

《“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及

发展规划》 

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强化脑科学、量子计算等

战略导向基础研究领域的科普，引导科研人员从实践中提炼重大科学问题，为科学

家潜心研究创造良好氛围。 

2022 年 10 月 工信部、教育部

等 

《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6 年）》 

重点推动由内向外追踪定位技术研究，发展手势追踪、眼动追踪、表情追踪、全身

动捕、沉浸声场、高精度环境理解与三维重建技术，加强肌电传感、气味模拟、虚

拟移动、触觉反馈、脑机接口等多通道交互技术研究，促进感知交互向自然化、情

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2023 年 8 月 工信部、科技部

等 

《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

案(2023-2035 年)》 

开展脑机接口标准化路线图研究。加快研制脑机接口术语、参考架构等基础共性标

准。开展脑信息读取与写入等输入输出接口标准，数据格式、传输、存储、表示及

预处理标准，脑信息编解码算法标准研究。开展制造、医疗健康、教育、娱乐等行

业应用以及安全伦理标准预研。 

2023 年 9 月 工信部、教育部

等 

《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 

拓展元宇宙入口，加速 XR头显、裸眼 3 D等沉浸显示终端的规模化推广，丰富基

于手机、计算机、电视机等终端的元宇宙应用，支持脑机接口等前沿产品研发。 

2024 年 1 月 工信部、教育部

等 

《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 

突破脑机融合、类脑芯片、大脑计算神经模型等关键技术和核心器件，研制一批易

用安全的脑机接口产品，鼓励探索在医疗康复、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等典型领域的

应用。 

2024 年 2 月 科技部 《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 明确开展脑机接口研究，应确保研究具有社会价值，应主要致力于修复型脑机接口

技术，强调通过技术的发展服务公众的健康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财政部官网、科技部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2.4. 脑机接口临床进展迎来突破 

图 3：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国外临床研究 

 
资料来源：：植入式脑机接口发展概况（郑筱祥等），Walking naturally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using a brain-spine interface 

（Henri Lorach 等），澎湃新闻，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国内脑机接口临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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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脑机接口研究现状与展望（赵继宗），中国科学报，TCCL，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人民日报等，天风

证券研究所 

 

相关报告： 

详见 2024 年 3 月 29 日外发报告《天风医药产业前沿专题系列研究-脑机接口产业：盛放

前夜，未来已至》 

风险提示:  

研发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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