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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短短三年间，云舟生物
的融资路渐行渐宽。2021 年 8 月，
由穗开投资领投 A 轮投资，融资
2500 万元；2022 年 2 月，广州广开
智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广州穗开
舟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参与了 B
轮 融 资 ，融 资 5000 万 元 ；同 年 9
月，云舟生物宣布 C 轮融资，募资
4.1 亿元，刷新了同类项目的融资
纪录。

坐落在广州市股权投资机构最
密集、投资最活跃的黄埔区，优渥的
营商土壤对云舟生物融资的助力不
可忽视。“活跃的融资氛围，能够推
动投资机构对生物医药行业与相关
企业的了解，促进投资机构与企业
开展融资合作。”陈丽娟说。

就在今年5月底，云舟生物宣布
完成了新一轮股权交易，估值70亿
元人民币，晋升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同时成为广州市首家生物科技独角
兽企业。

在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像云舟
生物这样的中小企业有近 4 万家，
还有超 100 家专精特新企业，发明
专利授权量稳居全国经开区第一。
企业平稳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当地
政府的保驾护航。

云舟生物品牌及战略副总经理
黄锐对“穗式孵化”体会颇深。“广州
这座城市非常开放包容，政府对接
基本是有求必应，人才公寓、公租房
等配套储备也很充足便利。另外，
广州相较于上海等华东一带，中小
企业创业的成本相对更低。”

“尤其是黄埔区政府，打造生物
医药产业很有前瞻性。”据黄锐介
绍，生物医药是黄埔区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也是粤港澳
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为了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黄埔区着力打造产业发展的政策

“软环境”，致力于构建生物医药全
生命周期扶持体系。

“政府非常务实，也很低调，帮
助公司解决了很多难题。比如，早
期云舟生物的生物材料进出口，刚
开始海关也没有接触过，相关部门
了解生物材料的生物安全性以及运
输过程需要考虑的因素，最后与我
们共同拟出一套进出口流程，既符
合国家对生物制品的管制，又能够
符合企业进口的具体需求，这种非
常务实的互动很快解决了问题。”黄
锐表示。

8 月 15 日 ，世 界
500 强企业广州工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广州工控”）
重要子公司广州广钢
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简称：广钢气
体，股票代码：688548）
科创板上市开市铜锣
敲响，成为中国电子大
宗气体第一股，自此，
广州国资板块也迎来
了首家科创板上市公
司。上市首日，广钢气
体报收 13.15 元，上涨
33.23%。

公开资料显示，广
钢气体是广州工控新
兴材料业务板块重要
企业，主营业务为以电
子大宗气体为核心的
工业气体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是国务院国资
委“科改示范企业”及
广州市国资委重点混
合所有制改革项目企
业。广州市人民政府
直 接 持 有 工 控 集 团
90%的股权，广州市国
资委代表广州市人民
政府对工控集团履行
出资人职责，是发行人
的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广钢气
体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8.67 亿元、11.78 亿元、
15.40 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2.63 亿元、1.20 亿
元、2.38亿元。

“中国要发展半导
体产业，电子大宗气体
是重要的产业前提条
件。”此前，广钢气体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曾
介绍，目前广钢气体
是国内最大内资氦气
供应商。

据介绍，近年来，
凭借一系列创新性成
功探索，广钢气体打破
外资垄断，成功开发
Fast- N、Super- N 系
列超高纯制氮装置，满
足半导体制造领域严
苛的品控要求，助推超
高纯电子大宗气体国
产供应。同时，公司建
立了完整的全球氦气
供应链体系，为国内高
精尖产业平稳运行保
驾护航。

广钢气体本次发
行价格为 9.87 元/股，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约 为
32.56 亿元。本次 IPO

拟募集的资金主要用
于合肥长鑫二期电子
大宗气站项目、合肥综
保区电子级超高纯大
宗气体供应项目、氦气
及氦基混合气智能化
充装建设项目（存储系
统）等。

据了解，作为广州
工控旗下重点混改企
业，广钢气体深入实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于
2021 年 2 月完成首轮
增资扩股，成功引入兴
橙资本、红杉资本、尚
融资本等 8 家战略投
资者及员工持股平台，
募集资金 6.82 亿元。
在首轮增资扩股成功
落地的基础上，广钢气
体持续推进股权多元
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
完成新一轮公开引战
增资工作，募集资金约
3.48亿元，顺利引入铜
陵有色、国家大基金二
期 等 10 家 战 略 投 资
者。

自 2022 年起，广
钢气体正式开始冲刺
IPO。作为广州工控
自主培育的第一家上
市公司，广钢气体同时
也是中国电子大宗气
体第一股、中国稀有气
体第一股、广州国资科
创板第一股以及广州
国资近十年 A 股 IPO
募资规模第一股。

广钢气体的成功
上市，对于深入推动广
州国资国企改革，培育
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加
快打造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构建广州现代
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

广州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局长高裕跃在敲钟现
场表示，希望广钢气
体以上市为契机，充
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
功能，把握广东打造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第三极”的发展机
遇，持续推进技术创
新，以企业发展带动
产业进步，加快推动
超高纯电子大宗气体
的国产供应，为广州
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
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
用贡献更大力量。

高乐说“宝马全力支持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一直
以来，宝马将大量先进技术
带到中国，与更多的本土供
应商共创共赢，共同促进产
业集群发展；另一方面，也借
助中国在电动化、数字化等
领域的领先性，推动技术创
新和高端智能制造，实现高

质量发展。
目前，宝马集团已在中

国建立了德国之外最大的研
发和数字化体系，拥有四个
创新基地：北京研发中心，负
责车辆认证；上海研发中心，
聚焦数字化、智能互联方面；
沈阳研发中心，专注电动车
领域；在南京，领悦数字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主要负责 IT解决方案，宝马
诚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
用户体验方面的软件开发。
这些都反映了宝马在创新方
面的高质量发展。

高乐补充说，企业在可
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方面
还大有可为，在中国市场，

这将带来非常大的
商业空间。循环经
济也是中德之间能展开
合作、实现共赢的领域
之一。可以看到，高质量发
展会催生很多新的发展领
域，这将为中德之间、中德
企业之间的合作带来更多
的机遇。

我是中小微

一个都不能少
高质量发展

外眼点“经”

科学家创业的 面
“难的不仅在于技术实现，还有商业模式”

基因治疗的前景有多
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因
递送载体的选择和设计。基
因递送载体就像一叶“舟
楫”，搭载着外源正常基因导
入靶细胞，纠正或补偿因基
因缺陷和异常引起的疾病。
过去，这只“舟楫”多由科研
人员在实验室里自行制备，
鲜少有人想过将这一工具做
成商业化的外包服务产品，
广州生物科技独角兽企业云
舟生物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云舟生物”）成了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这一大胆的商业创新来
自一位科学家——麻省理工
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人类
遗传学系终身教授，同时也
是云舟生物创始人蓝田。
2014年 3月，他在广州创立
了云舟生物。2023年 6月，
云舟生物科创板 IPO 获受
理，踏上上市之路。通过搭
建“VectorBuilder （ 载 体
家）”线上载体设计平台和
线下“乐高式”载体高通量
生产平台，云舟生物让科研
人员动动鼠标就能完成基
因载体的设计和制作，4000
余个科研/工业客户借此从
繁重的基因载体制备工作
中解放出来。

科学家+企业家，这两种
看起来全然不同的身份成了
蓝田团队的 AB 面，而科技
创新和商业模式的碰撞也成
了云舟生物的AB面。

2019 年，诺华公司的
基因治疗药物Zolgensma
在美国获得 FDA（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这是第一款获批上市的、
用于治疗遗传罕见病脊髓
性肌萎缩症（SMA）的基
因治疗药物。

细胞和基因疗法是当
前生物医药最具前景的领
域，在这个有着庞大市场
规模的新兴领域，一个小
小的工具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就是被蓝田称
之为生命科学研究“柴米
油盐”的基因载体。基因
药物的核心是将治疗性基
因片段通过载体递送至特
定细胞发挥作用，基因载
体与治疗效果息息相关。
然而，制备高度个性化的
载体却长期面临着制备周
期长、门槛高、成本大、成
功率低等瓶颈。

“创办云舟生物，源于
长期困扰我自己实验室的
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快速
且高质量制备基因载体。”
蓝田表示。基因载体是生
命科学实验室最常见的研
究物料之一，但由于不同科
研项目的载体需求高度个
性化，载体多由科研人员手
动“DIY”制备。“你或许很
难想象，我大学的毕业论文
花了一年时间，就是研究如
何制备一款非常基础的基
因载体。”云舟生物常务副
总经理陈丽娟告诉记者，新
手往往学习半年以上才能
初步掌握制作，成为“熟
手”需要更久，不仅费时费
力，而且质量难以保证。

全球有30万家生物实
验室，基因载体市场前景
广阔，蓝田有了一个大胆
的想法：基因载体能不能
像乐高积木一样，通过不

同元件、骨架的拼贴组合，
拼出无限多样的载体？他
希望成为在基因递送的

“铸舟者”，实现基因载体
制备的标准化、流程化、模
块化。实验室验证了可行
性后，2014 年，蓝田在广
州创办了云舟生物。

“难的不仅在于技术
实现，还有商业模式。”创
业初期，云舟生物的创业
团队很快就发现，尽管每
年有成千上万的基因载体
在实验室诞生，却从未有
人将它们变成一种商品。
由于科研载体个性化程度
非常高、生产流程难以统
一、客户群体高度分散等
原因，载体外包服务难以
有效商业化拓展，研究人
员更愿意自行在实验室制
备。

“创业之初的一两年，
我们主要把精力专注在突
破这一商业模式的瓶颈。”
陈丽娟告诉记者，围绕“乐
高式”定制基因载体这一
最 初 构 想 ，他 们 反 复 打
磨。2015 年，一个创新的
载体智能设计交易在线平
台——“载体家（Vector-
Builder）”上线。尽管最
初只上线了几种简单的载
体，但云舟生物的商业模

式已经初见雏形。
云舟生物主要通过

“载体家”进行线上销售，
客户在载体家平台引导下
对接公司技术支持团队进
行载体设计并下单，随后
线下“乐高式”载体高通量
生产平台将自动解构出生
产方案，优化制备路径，从
而高效地完成载体制备工
序。“原本的载体设计可能
同时需要三四种软件，而用
了我们的平台，客户不需要
学习任何专业软件就可以
设计出来。”陈丽娟说。

有了商业模式后，蓝
田团队面临的仍是一个几
近空白的市场。“最早我们
优先考虑服务科研市场，
但长久以来实验室制备载
体的传统，让科研人员一
时间很难接受载体外包服
务。”陈丽娟说。她坦言，
获取市场的筹码在于产
品。“首先得把平台做好做
精，不断地验证我们的交

付能力和创新能力，直到
商业模式获得市场认可。
只有被认可了，才能谈未
来、谈发展。”

2019 年，基因治疗药
物Zolgensma在美获批上
市，短时间内，多个基因治
疗药物相继面世。陈丽娟
感到，行业迎来了新的曙
光。“我们的客户不再只是
科研市场，还有广阔的临
床药物市场，而我们的使
命也更加明确：要更好地
推动基因治疗药物发展。”

2023 年 6 月 29 日，云
舟生物科创板IPO获受理，
蓝田一年前定下的上市计
划，正一步步地如期兑现。
其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目
前，云舟生物已累计服务
4000余个科研/工业客户，
客户遍布欧美、亚太等生命
科学及基因药物发展前沿
市场，最近三年公司营业收
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67.86%。

过去两年间，“硬科技
创业”成为创投界炙手可热
的新词。以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
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
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创
业项目层出不穷，背后不乏
出身名校、阵容豪华的科学
家创始人。科学家创业，正
成为一股新潮流。

“如果要谈云舟的创业
团队，我想初创团队都是技
术背景出身可能是很突出的
特点。”陈丽娟告诉记者。走
出“象牙塔”投身“创业潮”，

“从0到1”开辟一个新市场，
云舟的创始团队跑通了一条
新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从科
研工作者到企业家的角色转
换，科学家与企业家两种身
份的碰撞，也让他们走过不
少弯路、面临不少挑战。

“科学家创业，首先肯
定是更注重研发。创始人
蓝田一直非常注重研发，他
在公司开会八九成都是研
发会议。我们始终认为，科
技创新是一个中小企业安
身立命、发展壮大的核心。”
陈丽娟说。

然而，创业的天平不能
失衡，当科学家团队进入全
新的创业领域，一系列的问
题接踵而来：商业模式通过
什么方式解决？团队的管理
运营需要什么？人员怎样合
理调配？……“企业运营和
团队管理是我们创业遇到的
第一个难题。”陈丽娟回忆，
在蓝田的大胆调配下，初创
人员均身兼数职。有着生物
工程硕士背景的她，意外被
抽调出来管理非技术的业
务，既负责日常的事务性运

营，又要帮助搭建不算完备
的技术团队，还负责了生产
线、质量体系搭建等工作。

“一开始最难过的是思想
关，我们总觉得技术才是安
身立命的根本，很难适应离
开技术做其他工作。”

起初的不适应，再到长
时间的磨合调整，一支集结
多学科交叉型人才的综合
团队逐渐形成。如今云舟
生物早已步入正轨，陈丽娟
总结道，科学家创业最重要
还是搭建团队，找到合适的
人才进行企业运营、市场营
销等业务，企业才能更好更
稳地发展。“当然，每个企业
所需人才不同。以云舟生
物为例，我们最需要的是懂
市场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市场销售团队也得按照技
术型人才的标准去招聘和

培训，所以每年的招聘标准
很严格，招的人也不多。”

埋头钻研产品技术，对
融资扩张态度谨慎，是科学
家创业者的另一大特点。

“起初，云舟生物规模不大，
不少机构上门谈投资，但我
们考虑到企业的自主性，对
此始终持谨慎态度。”转变
来自 2019 年，基因治疗药
物发展将临床药物这一庞
大市场带到云舟生物面前，
蓝田团队面临一个选择，只
做科研市场“短平快”，资金
回流迅速，但市场开拓是个
长期过程，而开拓临床试验
市场，需要在体系搭建、硬
件 配 合 方 面 加 大 投 入 。
2020 年，为了开拓新市场，
云舟生物不再拘泥于自给
自足的模式，真正启动融资
步伐。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

中国市场不仅潜力巨大也是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
济整体呈恢复态势，国民
经济在多个领域呈向好态
势。产业结构稳步升级，
电气机械、汽车、运输设备
等行业实现高速增长。作
为外资企业的代表之一，
扎根中国市场近 30 年的
宝马集团持续投资中国。
近期，在其合资企业华晨
宝马成立20周年活动上，
宝马方面宣布将于 2026
年起在沈阳投产 BMW新
世代车型，高达百亿投资
的 BMW第六代动力电池
项目也全面动工。在这样
一家大型跨国集团眼中，
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和营
商环境水平如何，宝马对
高质量发展如何理解？宝
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高乐给出了这样
的答案。

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映射
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高乐
说，20多年前于外资车企来讲，
中国汽车市场只是一个庞大的
销售市场，主要是销售进口车
型，或在国内组装部分车型。
与其他一些行业类似，中国汽
车市场也是从大的销售市场成
长起来的。

发展至今，中国的汽车行业
已成功实现转型升级。高乐认
为，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中国
还成为了领导者。目前，中国
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
场，在电池制造、电动车零部件
等领域，同样是全球的领先市
场。中国市场不仅拥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同时也是创新的先
锋市场。

今年 5 月，投资 100 亿元
人民币的 BMW 第六代动力电
池项目在沈阳全面动工。宝
马如此大手笔持续投资中国
的动因是什么，高乐也做出了
解答。

当前，电动化领域的许多领
先技术是在中国研发的。2022
年全球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企
业 中 ，有 一 半 以 上 是 来 自 中
国。因此，宝马将第六代动力
电池项目坚定落地中国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供应链和合作伙
伴都在本地。“我们对于中国市
场的中长期发展同样充满信
心。”高乐表示。

当下，个人出行市场需求旺
盛。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继续
保持增长。宝马一直以来坚持
的原则就是生产跟随市场，所
以会看好中国市场的规模和长
期潜力，这是持续投资中国的
原因之一。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车市场，而且还在持续
增长。宝马的目标是到 2030
年之前集团销量的至少 50%
来自纯电动车型。而中国作
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车市场，
毫无疑问将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

宝马集团进入中国市场
近30年了，高乐对于政府持
续改善外资企业的营商环境
是非常赞赏的。

他说，中国政府坚持对
外开放的政策，为外资企业
在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证。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实
施了一系列政策，汽车行业
的开放程度也在持续扩大，
比如说进口税率降低、放开

合资企业股比等等。
这样一来，包括宝马集

团在内的很多企业持续投
资、拓展业务布局就获得了
重要机会。目前宝马集团在
中国有 460 多家本土供应
商，合资企业华晨宝马也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可以说，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汽车
行业的发展壮大、培育强大
的供应链体系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高乐表示，宝马集团对
于中国市场的中长期发展充
满信心，宝马沈阳生产基地
自 2010 年起累计获得投资
近 1000 亿元人民币。合资
企业的合同已延长到 2040
年。“这也代表了我们的决
心，我们相信，汽车行业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带来的是互
利共赢，不仅能够培育一个
强大的市场，也助力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高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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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全球创新的先锋市场

高质量发展催生新发展领域

景顺长城
周期优选混合
正在发行

广州国资科创板
第一股诞生！
广钢气体成功上市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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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先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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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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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投资拓展更多业务机会
近些年，无论是核心资

产的抱团与瓦解，还是新能
源的热潮与低谷，抑或是互联
网的落寞与疯狂，说明万物皆
逃不过周期的力量。投资大师
霍华德·马克斯在《周期》中说，
顺应周期的趋势才能把投资做
得更好。景顺长城基金经理邹
立虎就是一位深谙周期投资的
少数派选手，由他管理的景顺
长城周期优选混合正在发行
中。他将利用周期思维做
好资产配置，力争在总体
风险水平相对稳定的基
础上获得超越业绩比较
基准的投资收益。

（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