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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立足产业集群优势 抢滩布局合成生物新赛道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文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杨彩霞 闫鑫 实习记者 张伊焘/图

从“人造”蛋到“人造”肉，从“人工”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到“人工”抗癌药物长春花碱，在一项项成

果突破中，合成生物技术正在“重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合成生物更加火热“出

圈”。当前，合成生物已成为各地争相布局未来产业之一，孕育着新的动能和未来机遇。

呼和浩特立足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优势，因时因势抢滩布局合成生物新赛道，发挥蒸汽、绿电、气

候、原料、土地等最宜发展合成生物产业要素优势，加快推进合成生物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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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合成生物技术？
简单来说，合成生物技术就是以基因组和生化分子合

成为基础，让细胞成为“超级工厂”，在经过改造后源源不断
地生产特定的物质。合成生物技术融合了生物学、化学、工
程学等多种技术领域，能在医疗医药、农业、食品、环保、能
源和新材料等众多领域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因此，布局合
成生物产业成为不少地区的共同选择。

布局合成生物产业，呼和浩特的优势在哪儿？
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呼和浩特市四横八纵

的交通网络、京津冀“两小时经济圈”及俄蒙欧“对外开放
圈”极大地提升了通关时效。

呼和浩特市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平均气温7.7℃，有利于
菌种发酵和连续性生产，非常适宜发展合成生物产业。

生产成本方面，呼和浩特市绿电占比位居全国前列，电
力多边交易平均价格每千瓦时约为0.4元，工业蒸汽最低价
可至每吨120元。

此外，呼和浩特地处玉米黄金种植带，每年 300万吨以
上的玉米供应量，为生物发酵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依托全市强大的算力优势，呼和浩特市布局建设合成
生物智算中心、生物智造谷，正加速集聚合成生物资源，实
现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

人才是布局新产业的最大底气，通过人才强市战略实
施 10万大学生留呼工程，呼和浩特市累计吸引留呼大学生
13.74万人。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企业开办实现全流程网办，呼和
浩特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由 1296项精简到 405项，进入全
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城市行列。内蒙古自治区惠企直达资
金 13.7 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 14%。获评
2024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2024年高质量发展营商
环境最佳城市。

近几年，呼和浩特把“六大产业集群”作为发展经济的
主抓手，全力构建具有首府特色的优势产业体系。生物医
药产业方面，依托玉米、蒸汽等资源优势，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口蹄疫疫苗基地、阿维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金霉素、
辅酶Q10产量全球第一。在生物经济的赛道上，呼和浩特
正以昂扬之姿，强势入局合成生物产业。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坐落在托克托经济开发区
的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始终致力于生物医药领域的
创新发展，主营辅酶Q10、DHA藻油、ARA、维生素K2、纳豆
激酶、PQQ等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营养强化剂和生物医药
类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光煌介绍：“目
前，二期项目包括年产3万吨阿洛酮糖项目、年产5000吨肌
醇项目、年产1万吨泛酸钙项目和年产1000吨虾青素项目、
年产 620吨辅酶Q10改扩建项目，将逐步投产运营，预计新
增产值约 10亿元。三期项目包括新建研发中心、专家公寓
和办公楼，将整合金达威江苏启东生物技术公司、厦门实验
室和内蒙古实验室等多地研发团队，建成国家级研发中
心。未来，作为金达威集团的核心研发基地，三期项目将充
分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开展以生物发酵、生物酶催化为核
心的原料药或中间体、保健品、化妆品等绿色工艺的研发、
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创新，助力
绿色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增效。”

如今，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已深度融入呼和浩特
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集群，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作为全球辅酶Q10行业的领军企业，内蒙古金达威药业
有限公司凭借高纯度和高品质的产品，长期占据全球市场将
近一半的份额。我们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研发平台，汇
聚了大量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此外，依托金达威集团在合
成生物绿色制造、微生物发酵、化学合成、天然产物提取和胶
囊制备五大领域的核心优势，我们已全面推行绿色生产，资源
利用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升，推动了原料药制造向绿色、
低碳、循环的方向迈进。我们将乘着合成生物学的东风，通过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源优化、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举措，实
现跨越式的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业影响力，为呼和浩特
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詹光煌说。

优势多维聚合 首府锚定合成生物产业坐标

为发挥呼和浩特区位和产业要
素优势，快速集聚发展壮大合成生
物产业，2月24日，呼和浩特市政府
正式印发《呼和浩特市关于支持合
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
提出：力争到 2027年，引进（孵化）
合成生物企业 100家以上，转化一
批合成生物先进成果，形成“研发在
东部、生产在呼市”的全国产业联动
发展模式，推动合成生物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绿色农畜加工产业
耦合发展，建设生物智造谷、合成生
物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一批标志性
项目，产业产值达到 500 亿元，到
2030年，将呼和浩特市打造成为全
国领先的合成生物产业标杆城市。

同时，《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
呼和浩特向北开放的出口优势，结
合呼和浩特市区位和产业要素优
势，构建“要素保障、服务支撑、主体
培育”的全方位支持体系，多维度推
进合成生物产业快速发展。

市科技局副局长贾建宇介绍，
《意见》共制定11条措施：

集聚合成生物产业要素优势，
发挥蒸汽量价优势，建立蒸汽供应
网络，向合成生物企业稳定供应蒸
汽，当前蒸汽市场调节价为 200元/
吨以下。

发挥绿电供应优势，推动合成
生物产业纳入内蒙古自治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目录，当前电力多边交易
市场调节价格为 0.4 元/千瓦时左
右。

发挥绿色算力优势，打造合成
生物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对购买算
力的同一主体每年购买算力服务费
用 100万元以上的，按照算力服务
实际结算费用的30%给予最高200
万元奖励。

发挥原料和市场优势，保障全
市玉米年供应量 300万吨以上、淀
粉（葡萄糖）年供应量50万吨以上，
优质马铃薯淀粉供应量 5 万吨以
上。

发挥向北开放出口优势，打造
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年发运中欧中
亚班列 150列以上，与天津港建立

“区港联动”，原料运输全程一箱到底，对年度外
贸额比上年度增加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成
生物外贸企业给予企业最高400万元奖励。

提升合成生物产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中
试平台（基地），支持合成生物平台提供中试工
艺放大、小规模（代）生产和常规提取工艺验证
服务，对开放平台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

支持项目快速落地，对新增合成生物项目
多部门联动审批和多证联发。

提升园区保障能力，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建设满足合成生物企业研发和生产需求的
标准化厂房。

支持合成生物产业发展壮大，支持企业入
规和上市，统筹设立5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
金，对新入规且稳定入规3年企业一次性给予奖
励60万元。鼓励符合条件的合成生物企业挂牌
上市。

实施生物技术科技“突围”工程，支持企业
申报专精特新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建设
合成生物原料认证类实验室，对新认定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支持，对新认
定的国家、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
连续3年每年给予不低于500万元、300万元支
持；

引进合成生物产业紧缺人才，对合成生物企
业引进的一至六类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
给予人才奖励，对企业引进两院院士建立的工作
站，连续3年每年给予不低于500万元经费支持。

“生物经济是未来经济转型的新动力，我们
要抢抓生物技术演进带来的产业变革、市场重
塑机遇，着力打造合成生物产业创新新高地，再
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孔燕表示，《意见》谋“远”向“新”，以

“生物疫苗、合成生物”为特色发展方向，下好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一盘棋”，加速科技与产业要
素向首府融合汇聚，与“六大产业”耦合发展，为
首府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

接下来，呼和浩特将以《意见》出台为新起
点，加速科技、产业等方面要素向首府集聚，加
快合成生物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传统产业焕新
升级、新兴产业积厚成势，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龙头企业示范带动合成生物创新生态加速成型
前不久，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动物疫

苗新型佐剂和疫苗递送关键技术研究”取得新进展。项目团队
成功筛选出细菌多糖类纳米佐剂，并在小动物模型中验证其独
特的作用机制，这一突破为提升动物疫苗效果、推动畜牧业健
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标志着我国动物疫苗佐剂技术
迈上新台阶。

如今，呼和浩特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口蹄疫疫苗智能制
造基地，拥有了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生物安全P3实验室，成
为全球最大的黄原胶、阿维菌素生产基地。

从金宇保灵、华希生物动物高端疫苗研发生产，到常盛
国际高端制剂、金达威合成生物研发，生物发酵容积达到9.4
万立方米，金霉素预混液和盐酸金霉素产量占全球 60%左
右，辅酶Q10产量占全内蒙古自治区 100%、全球 50%以上，
口蹄疫疫苗年产能占全国55%以上。

呼和浩特市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
合成生物产业发展优势，也为集群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进位于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万瑞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瑞生物），国内动物血清产量最大的智能化生
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批批动物血清产品及疫苗核心原材料
正在经过理化检验、PCR检验、无菌检验等层层把关，把质量
均一、稳定、高效、可控且比肩国际标准的产品推向市场。

万瑞生物是一家运用合成生物学专注生物制药（疫苗）
原辅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平台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
企业。

万瑞生物公司公共事务总监王震介绍，该公司与伊利、蒙
牛等大型乳制品企业旗下牧场合作并建有原料采集点和10万
匹马场血源基地。同时，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检验设备，
设有理化检验室、PCR检验室、无菌检验室、细胞培养室、微生
物实验室等。

“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市全面落实“科技兴蒙”行动，
以生物疫苗等国家级创新平台为基础，实施一批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万瑞生物全力推动动物血清、新型佐剂、培养基
等生物疫苗核心原材料的研制，包括血清中提取免疫球蛋
白、胸腺体提取肽等关键技术的工艺研究与产业化发展。

“近期，公司研发部正式立项并申报了动物血清中提取免疫
球蛋白、白蛋白关键技术工艺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以及牛羊
胸腺肽、胎盘素高附加值产品应用人类大健康项目。这两
个项目的实施将填补自治区高端动物血清制品延链和高附
加值产品的空白，助力呼和浩特市成为我国动物血液制品
创新高地，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王震说。

1月9日，呼和浩特市发酵企业运用合成生物学转型升
级对接会在“蒙科聚”平台总部基地举行。此次对接会汇聚
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南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区内外高校
院所的 30余名科学家代表和企业家代表，共同探讨合成生
物学在发酵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应用与前景。

生物医药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集群之
一，已构建起“玉米—淀粉—液糖—中间体—原料药—成品
药”的完整产业链。2024年，呼和浩特市充分发挥特色生物
产业的区位、资源及要素优势，积极抢占生物医药未来产业
新赛道，取得了多项创新突破。科拓动植物微生态制剂生
产基地、溢多利生物酶制剂、金河佑本动物疫苗、长寿药业
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金宇生物mRNA疫苗及核酸药物智
能化制造项目进入中试生产阶段；常盛制药“灯塔工厂”、双
奇药业智能制造产业园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国际动物疫苗
创新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呼和浩特市在生物医
药领域的影响力。

2025年，呼和浩特市将计划实施重点项目1288个，年度
计划投资1740亿元。其中，产业项目聚焦“六大产业集群”，
实施重点项目492个，计划投资969亿元。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方面，布局实施项目 39个，年度计划投资 28亿元。加快
实施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智造谷、华润双鹤合成生物产业
基地、安迪科同位素诊疗药物生产、内蒙古常盛制药国际高
端制剂智能制造“灯塔工厂”项目、金达威研发中心、神康医
疗科研基地项目等中蒙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链项目建成投
用。按照“政策+平台+基地+基金”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合
成生物产业，打造“生物智造谷”，建成中国合成生物产业发
展高地，开辟科技与健康的全新领域。

呼和浩特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中欧班列“青城号”发挥向北开放出口优势，持续扩大对外交流。

金宇保灵生物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乳化作业。

万瑞生物研究员在理化实验室内进行实验。

玉米黄金种植带为生物发酵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