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基因编辑潜力，耕育种未来变革

—— 植物基因编辑育种创新图谱报告



随着现代生命科学快速发展，以及生物技术与信息、材料、能源等技术加速融合,高通量测序、基因组编辑和生物信

息分析等现代生物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快速演进,生物经济时代即将来临，人类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视角与世界

基因编辑因在基础科研的突破下，使得生物遗传物质能够精准、快捷、低成本编辑等特点，已成为当前生命科学领

域备受瞩目的颠覆式技术，并正在改写人类未来的“创世纪引擎”。基因编辑引领相关产业，兼具战略性与全局性、

新兴型与前瞻性、显著的带动效应与渗透力，在医药、健康、农业、工业等领域都产生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并成为全球新一轮生物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关键点。

迷雾与光芒

拨开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种种迷雾，我们尝试在创新要素分析中得到关键洞见。我们发现基因编辑正朝着两个方面

飞速发展：在基础研究方面，包括基因编辑工具的原始创新研发与现有编辑工具的优化、广谱高效的递送体系以及

优质性状挖掘等；在技术应用方面，面向下游市场的痛点需求，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实现更深层次的飞跃，

搭建以基因编辑技术为支柱的生物经济。我国对基因编辑研发高度重视，已将其列为“十四五”时期重点攻关目标。

今年 1 月，国家出台了相关安全管理指南，也为基因编辑漫漫长路中点燃了光亮。

探索与未来

这个产业正在萌芽，创新力量逐渐涌现，资本也开始介入。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它的一些缺口和不成熟。在这场产业

崛起的马拉松中，知耕希望提供一个专业开放高效的科创驿站，推动基因编辑原创性、颠覆性的基础研究成果产出，

催化跨界资源之间的化学反应，加快研究成果转化和技术产业化应用。我们希望知耕能像一扇窗，能够看到技术演

进和外延的更多可能性；我们希望知耕能像一盏灯，照亮未来生物技术创新要素之路；我们希望知耕能像一片沃土，

孵化出真正能够推动产业变革的活力种子。

曹树民

祝基因编辑全产业链和谐共进， 愿携手诸君同耕美好未来变革！

序言

曹树民

知耕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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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组成要素模型

植物育种
新时代

学术筑基 农林高校及科研
院所、科研机构、
协会及联盟、企
业研发中心等

Acdamic 奠定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产
业的核心基础，需要学术
领域承担起行业基础性、
前沿性和产业科学与技术
的研究使命，同时为行业
开源输送专业人才

政策保障

农业与医药食品
相关政府、监管
部门、行业协会、
证监会等

Policy
实现植物基因
编辑育种产业
化离不开行业
有序合理的法
律环境，科学
的行业政策法
规是行业可持
续发展和国际
化的重要保障

放大植物基因
编辑育种产业
价值，需要拓
宽产业资本进
入路径，同时
引导产业资本
在产业价值链
关键领域的有
效配置

资本赋能

VC/PE、产业战
略投资、 银行保
险机构、众筹机
构、交易所等

Capital

保障引导

基因编辑育种技术商业化

赋能加速

基因编辑育种产业

人才精英输送

知识体系升级
工程科技创新

服务企业
技术配套供给植物基因编
辑 育种产业链各环节的原
料、试剂耗材、设备仪器、
检测分析、CRO、CDMO、
注册登记等生产研发企业

必
要
因
素

研发生产企业
研发生产应用植物基因编
辑育种产业链上中下游中
技术与产品研发、生产种
植、产品应用开发等相关
企业

核
心
组
成

其他

法律/知识产权/税务等服务
企业

辅
助
支
撑

植物基因编辑育种基于其技术平台共性和应用多元性特点，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及最终用户将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

链结构，即基因编辑育种企业一横一纵「T型战略」将是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势。「横」为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平台，「纵」为

管线产品应用开发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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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主体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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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来源：知耕产业信息数据库（数据截至2022年1月30日） 3



植物基因编辑育种要素主体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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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来源：知耕产业信息数据库（数据截至2022年1月30日）



产业萌芽

无限的需求赋予所有物种和所有性状创新的意义

基因编辑技术变革分子育种的经济模型，重塑育种产业的发展新逻辑

监管的放开正强势开启育种新时代的闸门

Emergence of Industry



• 据数据显示，2021 年植物生物技术育种整体市场规模为 282 亿美元， 2031 年植物生物技术育种整体市场将踏上规模新台阶，
预计高达 443 亿美元

• 下游应用的无限创新需求将使市场持续强势扩张，到 2031 年整体市场规模增长率将高达 57%

• 相较于传统植物育种与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育种将承载市场未来十年的新增量

基因编辑育种

转基因育种

传统育种

2010-2031 全球植物生物技术种子市场（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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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需求赋予所有物种和所有性状创新的意义

2021年

2031年

282
亿美元

443
亿美元

植物生物技术育种整体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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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变革分子育种的经济模型，
重塑育种产业的发展新逻辑

• 分子植物知识和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使精准育种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打开了植物的性状潘多拉魔盒

• 技术驱动研发流程的变革使育种的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大降低

• 非外源基因引入带来注册监管评价体系的创新使育种的登记成本和上市周期大幅缩减

# 据Phillips McDougall调查，引入一个新的转基因性状的平均研发和法律成本合计为 1.36 亿美元平均引入周期超过200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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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转基因技术品种
上市周期 发掘阶段基因/

性状鉴定

⾼通量筛选模式 作
物测试
54个⽉

产品概念
验证

基因优化
转基因
27个⽉

产业化上市后

产品全周期管理
监管创优
抗性管理

3100万美元

2830万美元

1360万美元

4590万美元

1720万美元

育种巨头主导

基因编辑技术品种
上市周期

性状开发

Trait
Discovery

产品概念验证

Product proof
of concept

初期开发

Initial
Development

准备上市

Ready to 
go public

⾼阶开发

High-level
Development

更多企业参与 育种商业化

初期开发
转化体开发

早期法规数据
⼤规模转化

30个⽉

高阶开发

转化体融合
⽥间测试

法规数据⽣成
产品开发
37个月

准备上市

法规提交
种⼦准备
市场预热
产品开发
49个月

时间

成本

产业化上市后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listing

CRISPR-Cas9、TALENT等基因编辑技术工具的出现，有效打破了成本和周期的桎梏，更多企业能
够参与到赛道中来，构筑起育种商业化的经济模型，生物育种不再只是行业巨头的“游戏”

10+年
1.36 亿美元/品种

3+年
20+万美元/品种

7来源：公开资料；Phillips McDougall



• 基因编辑技术在植物育种中所展现的优势和潜力使更多国家对基因编辑的植物产品实行更快速简化的监管，目前国外已有 150 余种
植物基因编辑产品成功通过上市审批，其中美国农业部已批准了 70 种以上的基因编辑作物，不再额外实施监管，这一数据是
2019 年的 10 倍！

• 中国最新发布的《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预示着国内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化即将步入快车道，产业成长
加速向前推进

加拿大

基因编辑植物不具有新特性，
则无需上市前评估

美国

根据技术支持指南，通过监管豁
免和未来豁免决定 监管状况程序
来监管基因编辑产品

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智利

逐案处理：如果没有外来DNA，则不作为
转基因生物进行监管

巴拉圭、乌拉圭

可能：进行逐案处理：如果没有外来
DNA，则不作为转 基因生物进行监管

以色列

如果没有外来DNA，
则不作为转基因生物
进行监管

尼日利亚、肯尼亚

可能：进行逐案处理：如 果
没有外来DNA，则不作为转
基因生物进行监管

英国

脱欧后计划通过立法变更放宽
对基因编辑植物商业化的要求

挪威

提议：如果没有外来
DNA，则不作为转基
因生物进行监管

澳大利亚

如果没有外来DNA，
则不作为转基因生物
进行监管

日本

如果没有外来DNA，
则不作为转基因生物
进行监管

日 本 东 京 的 S a na t ec h
Seed公司推出世界第一
款直接消费基因编辑番茄，
安全性高，无需经过基因
改造产品安全审查。目前
这种番茄已在市面上销售

明确放开

我国最新动态

意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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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放开正强势开启育种新时代的闸门

8来源：公开资料

中国

最新发布《农业用基因
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
（试行）》指出，对于
未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
编辑植物，根据要求完
成试验并提供相应安全
数 据资料的，可申请生
产应用安全证书

印度

GREC根据安全性评价结
果，建议政府做出是否商
业化的决定



创新力量

以初创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是基础研究向产业应用转化的核心基石

资本拥抱下的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即将爆发

科研是支撑产业上扬的源动力

Power of Innovation



以植物基因编辑初创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力量
是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转化的核心基石

• 根据知耕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信息库的统计情况，目前国内外共有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共 124 家，其中国内共有 50 家，占
比 40.3% ，国外有 Calyxt、Benson Hill、Pairwise 等行业翘楚作为行业标杆，国内则有舜丰生物、清源农冠、隆平高科等企业
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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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森

弥生生物

圣丰种业

华智生物

博瑞迪

中玉金标记

三黍生物

中科荃银

舜丰生物

清源农冠

隆平高科

PairwiseInari

Indigo Ag

Benson Hill

Corteva

Recombinetics

Hi Fidelity Genetics Calyxt

GeneTwister

Inscripta

Tropic Biosciences

Demeetra AgBio

Twist Bioscience

Cibus

Yield10 Bioscience

国外60+ 国内50+

应用端 40+
技术端 20+

应用端 20+
技术端 30+

10来源：知耕产业信息数据库



资本拥抱下的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即将爆发

• 据公开数据统计，2015 年以来全球植物基因编辑育种行业总投资超 157.8 亿元，融资事件共 61 次：

- 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里，植物基因编辑育种行业共发生 16 次投融资事件，在2019-2020年投融资事件数连续增长的情况下，
投融资事件数再次刷新

- 融资金额从 2020 年的 43 亿元增长至 2021 的 47.2 亿元，增长率为 10%，仅 2021 年一年融资金额已占近十年间融资总额的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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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基因编辑育种企业历年融资情况（单位：亿元）

国外融资事件数

国内融资事件数

11来源：知耕产业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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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科学院

哈佛大学

博德研究所

加州大学

Cellectis 公司

Sangamo 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

杜邦公司

爱迪塔斯医药公司

麻省总医院

浙江大学

斯坦福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

Sigma-Aldrich有限责任公司

CRISPR医疗公司

明尼苏达大学

所在国家 专利申请量 文章发表量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法国

207

196

171

159

132

101

96

95

64

56

51

51

47

44

42

41

37

337

828

973

296

1276

104

222

191

49

48

274

168

400

105

149

17

21

230

全球基因编辑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前 20 位的机构及其文章发表量

科研是支撑产业上扬的源动力
• 科研无限拓展着植物基因编辑的边际，每一个品种每一种性状的突破都是基础与应用科研积累沉淀的成果，在这其中，科研院所与高

校以及企业研发中心承载了产业发展的源动力

• 通过对国内外植物基因编辑领域的高质量文献、专利的梳理，我们筛选出以下植物基因编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机构与学者，而在
其中，我们发现有趣的现象是：

- 除了科研院所与高校以外，企业研发也是植物基因编辑研究的重要阵地，企业科研贡献与能够与国际前沿高校及科研院所比肩

- 部分的植物基因编辑科研学者会选择加入或创办企业，以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带到产业应用当中

国内外植物基因编辑育种领域代表学者

Peter Rogowsky

Feng Zhang

Jeffrey D Wolt

何川

Agnès Ricroch

Rajeev Kumar 

Varshney

Lan Godwin

高彩霞

曹晓风

朱健康

刘耀光

赖盛锦

金双侠

王克剑

郎曌博

法国里昂国家农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学毒理学教授

北京大学合成与功能分子生物中心主任

法国农业科学院院士

李家洋

昆士兰大学作物科学中心主任

德国植物遗传学与作物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博导、教授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 学者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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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会

基因编辑育种基础研究成就我国由追赶者转变成为领跑者

中国基因编辑育种商业化为“零”的现状即将打破

“内部自主研发，外部多向合作”双轮驱动大企业创新

区域特色鲜明，产业集群效应已然凸显

China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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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育种基础研究成就我国由追赶者转变成为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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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植物基因编辑科学和技术应用领域处于国际第一方阵。近十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等先后启动多个与基因编辑育种相关
的项目，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密集启动水稻、小麦、林木等方向的国家重大专项，推动我国在植物基因组测序、传递体系、靶向精
确性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以及多项世界领先成就：

- 我国在基因编辑技术发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位居第二，主要涉及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方法和应用两大方面，热点涉及利用CRISPR技术
靶向修饰位点、CRISPR核酸酶、突变体雄性不育、抗逆性和抗除草剂等作物重要农艺性状改良研究等

- 从专利维度，我国在三种基因编辑技术中的专利发明量均居世界第二，其中，全球其他国家均将基因编辑研究重点落在医学领域，
较少的专利关注于农业领域。中国进一步关注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的应用，将有利于抢占农业领域的领先地位

2
0

1
3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

2
0

1
5

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主
要粮食作物分子设计育种”

2
0

1
9

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
育重大专项 “利用基因编
辑创制优质早熟抗病粳稻
新品种”

2
0

2
0

2
0

2
0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A类)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型外源转
基因自消除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开
发与水稻广亲和新材料创制”

2
0

2
0

转基因重大专项“新一代高
效广谱无转基因残留的
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
的创建”

2
0

2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水稻、
小麦营养品质形成的分子
调控网络”

2
0

2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林业种
质资源培育与质量提升”

2
0

2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林木基因组编辑技术
研究”

三种基因组编辑技术发文排名前十的国家

基因编辑技术专利排名前十的国家

14来源：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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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因编辑育种商业化为“零”的现状即将打破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 回顾转基因产业化发展历程，各方主体的犹豫与谨慎，使我国转基因产业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众多研究成果产业
化受阻，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国外，错失产业创新的黄金十年。当前，尽管我国基因编辑作物科研成就走在世界前列，但商业化依然为
“零”，如果错失基因编辑育种的发展契机，未来有可能出现育种产业受制于人的现象

• 但值得关注的是，最新发布的《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文件将打破转基因所经历的困境，文件指出：未引入外源
基因的基因编辑植物，依据目标性状没有或可能产生的风险（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完成相关试验并提供安全数据资料的，可申请生
产应用安全证书，这将为我国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化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2
0

0
1

.0
5

《转基因作物田间
试验安全检查指南》
对农业部批准实施
的转基因作物中间
试验、环境释放、
生产性试验进行监
督检查

2
0

1
0

.0
7

国务院颁布《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以规范境内农业转基因
生物的研究、试验、生
产、加工、经营和进出
口活动

2
0

1
7

.1
0

农业农村部发
布《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加强
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

《2020 年农业转
基因生物 监管工
作方案》加强转基
因生物安全监控，
强化制度执行力，
严厉打非法研究、
实验和制种行为

2
0

2
0

.0
1

2
0

2
0

.0
2

《2020年推进现
代种业发展工作
要点》加快生物
育种技术的应用，
规范品种管理，
加强知识产权的
保护

《2020年种业市
场监督工作方案》
切实加强种业市
场监管，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严
查非法转基因种
子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抗虫转基因玉米
和转基因大豆为
历史上首次获批
安全证书，标志
着我国转基因种
业发展进入实质
性新的阶段

《2021年农业转
基因生物监管工作
方案》，要求优化
完善品种审定制度，
为有序推进生物育
种产业化应用提供
政策保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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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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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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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鼓励农业转基因
生物原始创新和规范生
物材料转移转让转育的
通知》，鼓励农业转基
因生物原始创新

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业
农村部关于修改〈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
理办法〉的决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的通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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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2
0

2
1

.1
2

《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
评价指南（试行）》发布指
出未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
辑植物，完成相关试验并提
供安全数据资料的，可申请
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国内生物育种产业化监管历程

不增加环境和食
用安全风险

可能增加食用安
全风险

可能加环境安全
风险

可能增加环境和
食用安全风险

提供食用安全数据

开展环境释放或生产性试验

开展环境释放或生产性试验

提供环境安全数据

提供食用安全数据 提供环境安全数据
✓ 不增加环境和食用安全风险的产品：农业农村部

✓ 增加食品安全风险的产品：农业农村部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 增加环境安全风险的产品：农业农村部 + 生态环境部

✓ 增加环境和食用安全风险的产品：农业农村部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 生态环境部

监管部门

15来源：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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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自主研发，外部多向合作”双轮驱动大企业创新
• 大企业是产业生态的主力军，大企业创新对整体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创新起到引领与协调的作用，是持续突破着产业生态创新边界

的关键所在

• 基因编辑育种成为原料创新的新型技术手段，得到众多大企业的积极响应，呈现出多行业多模式的创新布局特征：

- 种业、食品、饲料、医药、能源等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企业先见性地捕捉到植物基因编辑育种所带来的创新可能性

- 采取“内部打磨自主研发，外部寻求多向合作”双轮驱动的主要创新布局策略，并由此衍生出“自主创新”、“产学携手”、“企
业共建”、“科企合作”四大创新合作模式，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合力，为植物基因编辑产业发展增加动能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16来源：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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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色鲜明，产业集群效应已然凸显
• 植物育种产业园区是基因编辑育种基础应用研究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地创造聚集力，共享共性技术平台，突破带动仓储物流等

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植物育种产业集群的形成

• 国内植物育种产业园区普遍定位育种全链条建设，各园区育种特色鲜明：华北西北地区产业园区多围绕旱地作物、油料作物展开
育种成果转化及种子精深加工与销售；华东华南片区多围绕水稻、果蔬展开育种研究，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相对完善；西南片区则
主要围绕茶叶、花卉等特色作物展开育种研究并建立起种质资源库；海南产业园区集群则围绕热带水果、冬季瓜菜、粮食作物等
展开南繁育种研究与育种成果转化

• 值得关注的是，基于作物育种产业具有人才与技术驱动的特性，国内作物育种产业园区建设与农林院校分布呈现正相关联系，以
此能够有效促进产业与学界的双向交融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酒泉市肃州区产业园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现代农业产业园

巴彦淖尔市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综合试验 种子精深加工销售

旱地作物 玉米小麦棉花 油菜

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

邛崃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云南玉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育种成果转化 种质资源库

水稻 花卉 瓜菜 茶叶

长沙芙蓉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隆平高科技园

共性技术平台 种质资源库

水稻 蔬菜 中药材

济南高新区

通州国际种业园区

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大北农国际农业科技创新园

平谷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育种创新创业 基础应用研究 共性技术平台 蔬
菜 油料作物 旱地作物

上海金山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安徽省天长现代农业产业园

深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中国(深圳)农业食品创新产业园区

福建建宁县产业园

育繁推一体 育种成果转化 知识产权管理

水稻 果蔬

海南南繁硅谷

三亚市崖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南繁育种 基础应用研究 育种成果转化

热带水果 水稻玉米棉花 冬季瓜菜 种子法庭

17来源：公开资料；知耕产业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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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核心关键：选品解决方案

植物基因编辑育种“选品高成长 groM ”模型维度诠释

基于“选品groM”模型的立项流程建议——先胜而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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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核心关键：选品解决方案

以下是知耕对于各要素的一些思考：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Group 团队基因 研究进展 Research

监管要求 supervisiOnMarket 市场需求

• 选品是植物基因编辑创业非常重要的内容，不可行、不适应市场、无效益产出的选品拉长创业企业时间与经济净流出的战线，企业十

有八九会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之中。遗憾的是，目前植物基因编辑领域不少初创企业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往往太注重自身科研成

果的延伸落地，而忽略了市场的实际需求。如此一来，必不可免会承担固定选品的风险

• 那么，企业到底应该如何选品？如何去确定一个选品的好坏？如何避免明显错误的选品？知耕通过对现有植物基因编辑企业数据库中

120 余家企业的产品管线布局和进展进行追踪分析，覆盖食品、医药、饲料、能源等多个应用领域，构建植物基因编辑育种的“选

品高成长groM”模型，总结归纳出影响选品的 4 个核心要素，分别是市场需求Market、监管要求supervisiOn、研究进展

Research、团队基因Group

19来源：知耕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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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编辑育种“选品高成长 groM ”模型维度诠释

品类解决的是否是社会目前的刚
性需求？

市场需求是否足够大、足够稳定
？

是否能在至少10年的尺度内以一
不变量去驱动其市场需求？

在未来是否有持续的市场增量等
？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市场需求 研究进展 监管要求 团队基因

知
耕
建
议

市场需求对应的性状改良需求
需要有靠谱的研究数据支撑，
才能在转化体系、靶点发现和
表型预测等方面实现降本增效

目前的植物分子生物研究主要
集中在模式植物和主要性状，
在商业化品种植物和差异化性
状研究上还比较薄弱

基因编辑作为调控工具，针对
目标性状，相对其他技术路径
是否具备足够的技术优势

分子育种是一个强监管的行业
，不同国家针对不同作物和应
用方向的监管政策都有异同

中国最新的《农业用基因编辑
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
，依据目标性状可能产生的安
全风险（食用和环境），采取
不同的评价体系，这对企业意
味着产品管线的上市时间、团
队构成和研发成本会有极显著
的差异

基因编辑产品应用范围非常广
，对应的产业链条和资源体系
差异非常大（包括硬件条件/
登记/生产/渠道等）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团队的
能力以及招引人才的能力和硬
件条件是否能够支撑项目更容
易、更快、更好地落地，避免
立项后出现大的调整变化

选品的市场问题是产品商业化
进程中的主要阻力，研发生产
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只是显性的
次要阻力。

确定当前市场痛点并为此构建
产品/技术，记住消费者是谁
，专注解决他们的需求，而不
是满足投资人的需求

了解上市速度和价格，公司和
消费者之间的不一致可能导致
预期过高

充分考量对应性状研究的成熟
程度，对物种/品种间差异做
足够的分析和判断

充分利用表观组、转录组、蛋
白组、代谢组等泛组学技术和
人工智能在解析表型形成的分
子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和相关
研究方法

创业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应结
合监管评价的难易程度采取先
易后难，有易有难的选品策略

在企业走向全球化发展阶段时
要充分考量不同国家地区的监
管要求

企业一定要在早期，产品立项
阶段建立起符合监管要求的研
发、生产和数据管理体系，避
免不必要的重复研发生产

国内团队多以科研背景出身，创
业早期尽量补全团队在市场/注
册/资本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以
便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团队要用资源整合，组合创新的
思路推进项目发展，用好科研院
所硬件和人才资源，地方政府政
策资源，产业链伙伴资源

维
度
诠
释

20来源：知耕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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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选品groM”模型的立项流程建议——先胜而后战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 国外主要国家企业管线布局方向多元均衡，商业逻辑

清晰，国内则较为单一集中且同质化；

· 剖其原因，除了groM模型的四维因素，严谨的立项流

程保证了其商业化成功的机率

• 技术出身的创业公司，一定要走严谨的立项流程，基于正确的信息和正确的逻辑，推演出正确的结论，

将风险尽可能消灭在启动之前，做到“先胜而后战”

• 科学地做产品规划，如按照“销售一代，研发一代，规划一代”的方式进行，兼顾短/中/长期目标

基 因 编 辑 选 品 立 项 框 架 10 步 走

产业链调研

客户客观现状调研

客户需求调研

竞品调研

机会挖掘

产品方案

商业模式

价值分析

项目计划

风险及应对

宏观数据及趋势、微观数据及趋势、产业链、客户分类、业务流程

客观业务实践过程、存在的问题、现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客户分层

需求、需求分层、需求对应的客户画像、客户画像对应的客群占比

竞品产品分析、竞品case、竞品代理商访谈、投融资分析

趋势机会点、业务流程机会点（需求明确的、可行的、有竞争力的）

整体产品构架、功能模块及逻辑关系、差异化特性

目标客户、提供服务/产品、盈利方式、竞争对手、竞争优/劣势

客户价值、商业价值、战略价值

产品规划、产品运营策略、商业化节点

市场风险、定位风险、资源风险、产品化风险等

先
胜
而
后
战

国外

31.1%

31.1% 24.8%

13.1%

国内

作物产量
与保护

饲料

医药

新材料

62.5%

18.8%

12.5
%

6.3%

国内外企业产品管线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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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路径选择
Selection of Commercialization Path 

国内外企业商业化路径选择的“T”型战略

植物基因编辑育种商业化路径选择的“4E”模型

不同发展阶段商业模式和生产外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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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企业商业化路径选择的“T”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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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路径怎么走是植物基因编辑育种科

创家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盲目地选择商

业化路径最终会使企业陷入“一步错步步

错”的负循环当中

国外以Benson Hill,国内以舜丰生物为代

表，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商业化路径整

体呈现出横向以技术平台为核心，纵向以

产品应用为核心的“T”型战略，向「1 个

超级实验室 + N 个超级工厂」创新综合体

的发展路径迈进，开发持续赋能基因编辑

价值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构建与合作伙

伴共同成长的创新生态

知耕通过对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数据库

的分析梳理发现：

企业对商业化路径的选择主要是横向以技

术平台为核心的技术服务研发与授权型，

占比 54.8% ，以及纵向以产品管线为核心

的优良种质培育型和集生产精深加工一体

的全链条型，分别占比 31%、14.3%

优良
种质
培育

集生产
精深

加工一体
全链条

14.3%

31%

作
物
产
量
与
保
护

食
品

饲
料

医
药

园
林

新
材
料

实际应用

性状分析 靶点设计 序列合成 遗传转化 测序分析 表型分析

技术平台
技术服

务研发

与授权

23来源：知耕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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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编辑育种商业化路径选择的“4E”模型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 企业该如何对商业化路径作出思考，使得企业在创造技术价值的同时捕获商业价值？知耕知耕通过对植物基因编辑企业数据库中的

企业进行多层面的持续追踪与共性探析，从企业发展阶段pEriod、融资能力Economy、政策监管supErvision、核心团队配置

tEam四个维度，构建植物基因编辑育种商业化路径选择的“4E”模型

国外

35.2%

17.6% 47.2%

集生产精深
加工一体的
全链条型

技术研发与授权

优质良种培育

国内

66.9%

18.9%

14.2%

• 对于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初期，维持生存是关键，选择以技术平台为核心的商业化路径，利于
企业资源向技术研发倾斜，奠定底层技术实力的同时不断扩张行业声量

• 而当企业进入稳定成长阶段，存在持续稳定开发利益增量的需求，选择以产品应用为核心的育种
与打造全链条利于下游产业资源的开发，利润规模的扩张

企业发展阶段 pEriod

融资能力 Economy

• 基因编辑育种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成本占比较高。国内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或成长阶段，
效益产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具有一定难度，生存是第一要务，技术服务是第一生产力

• 国外企业得益于良好资本环境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如BensonHill、calyxt等融资能力强大的企业，
在创业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技术服务与产品应用板块的并驾齐驱，选择以产品应用为核心的商业化
路径，能够使其在打造技术平台基础的同时，商业版图能够不断向下游实际应用拓展延伸

政策监管 supErvision

• 企业所在国家对基因编辑的监管政策是否放开以及具体的难易程度，意味着商业化对应的时间周
期和注册成本。美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和举措促使其企业的商业化路径以产品应用为主

• 中国《农业用基因编辑育种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刚颁布打破植物基因编辑育种领域商业
化空白的局面，国内企业商业化路径也将逐渐由技术服务向以产品应用为核心转变

核心团队配置 tEam 

• 不同商业化路径对核心团队的能力要求各部相同，国外企业在创立时主要由产业界或投资界高管联
合科学家共同发起，早期兼顾了商业/技术/资本三个核心要素

• 国内企业大多是由科学家联合实验室团队主导创立，能力边界非常清晰，随着公司的阶段发展，逐
步补齐团队配置，实现商业化路径的转型调整

24来源：知耕自主研究绘制



专注研发

• 重视核心技术发展

市场驱动

• 专注商业化创新

• 小批量生产/推出

自我造血

• 化技术为生产力

• 多元业务模式

初期 中后期

商业模式

垂直模式

• 公司拥有各级生产

平台模式

• 出售研发/技术许可

方案赋能

• 需求导向/产品组合

• 源头把控/生态共建

内部

VS

外包

内部中试生产工厂

• 灵活适应变化

• 安全的知识产权保护

• 更好地控制成本

合约制造商

• 专注公司的核心技术

• 确保良好的质量控制

• 通过经验丰富的运营商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与品牌合作伙伴的制造商合作生产

• 进入市场的更快途径

• 供应链的节省

• 经济实惠的生产，提供生产能力和质量

自己的商业生产工厂

• 更好地控制生产

• 需要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对环境、

资金等不确定因素的控制

合同制造组织

• 节省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 通过对投资成本转化为运营成本获益

• 对运营和时间表的控制有限

• 对知识产权会有额外影响

技术许可

• 提升品牌在新市场的认知度

• 有失去对知识产权和许可技术质量控制的潜

在风险

对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建议

• 确定关键指标以实现增长

• 在增长路径上更新商业模式

• 全面了解供应链结构、客户接受度、

运营规模、资金和人才需求

• 非必要服务的外包对大多初创企业都

有帮助，因为这样降低了生产的复杂

性和成本

• 如果可能，基于现有基础设施设计生

产

• 关键考虑因素：

- 维护关键的知识产权

- 外包成本

- 对产品质量的潜在影响

- 管理外包所需的人力

生产：种质快繁种植/原料生产/精深加工生产

01 产业萌芽 02 创新力量 03 中国机会 04 选品逻辑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不同发展阶段商业模式和生产外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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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技术
Bottleneck Technology

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产品研发上市流程与“卡脖子”技术环节

攻克技术链条“卡脖子”环节，中国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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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产品研发上市流程与“卡脖子”技术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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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技术瓶颈

与国外相比:

•国内管线大多是科研成果的延续，最

开始就缺乏对应用的思考；

•国内种质分布混乱，种质资源库建设

尚不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不明晰

不适当的底盘品种所带来的风险会使企业

育种成果在生产应用阶段遭受诸多限制

在对国内植物基因编辑育种企业的产品管

线设计的分析过程中，知耕发现大多企业

往往没有深度考量底盘品种的选择

健全国内种质资源库，实现品种资源的共

享透明；完善植物基因编辑育种的知识产

权体系，实现过程的有效监管和利益可持

续是突破当前底盘品种瓶颈的关键所在

随着存量靶点的逐渐被开发利用，

未来育种的重心将会是如何发现

更多的靶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应

用需求以及基础研究的创新速度

是否能支撑应用创新的节奏

国外在基因编辑基础核酸酶的研究早

于国内，且进行了全方面的国际化专

利布局保护，国内很难在基础专利上

有所突围创新，部分核心专利更多集

中于本土化保护，尚未形成有效的国

际布局

国内学者对工具的安全性与效率进行

了诸多改良，但国内目前仍处于延伸

性、尾随性工具研发居多，原始创新

性工具被国外卡脖子的状态

注重原创性技术的创新，以及研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新技术、

新方法；与国外企业形成良性合作关

系，实现其技术在国内的授权转让

遗传转化是开发植物基因组编辑潜力

的主要瓶颈：目前可遗传转化的植物

仅限于少数物种且依赖基因型和特定

组织；转化细胞再生出整株植物的组

织培养过程漫长

改善现有的递送系统和开发新系统，

优化植物基因编辑效率、拓宽可转化

物种范围将是扩大基因组编辑技术在

植物中应用的关键

CRISPR编辑技术结合纳米技术在植物

上的应用将有可能克服可转化物种范

围的限制,且适用于广泛的植物物种和

不同的组织

测序
分析

序列
合成

市场
需求

底盘品种选择 靶点设计 基因编辑工具 遗传转化 表型
分析

中间
试验

上市

加大分子模块设计的基础研究投

入，充分利用全基因组选择模型，

加入其他多组学数据, 并利用人工

智能模型准确预测相关遗传位点, 

为作物精准设计提供靶位点，是

解决这一技术瓶颈的重要方向

底盘品种选择 基因编辑工具

国际共性技术瓶颈

靶点设计 遗传转化

我
们
发
现

原
因
在
于

行
动
策
略

瓶
颈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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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品种资源 靶点设计基因编辑工具

01 产业萌芽 02 创新力量 03 中国机会 04 选品逻辑

攻克技术链条“卡脖子”环节，中国在行动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28来源：公开资料

农业农村部启动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中国科学院生物资源目录》及信息化应用成果发布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

云南农大构建全球最全的药用植物多组学整合数据库

鉴定利用再生相关基因TaWOX5，基本解决小麦遗传转化中基因型限制问题

遗传转化

舜丰生物获得 Cas12i 和 Cas12j 专利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排他许可

开发了一种不依赖于遗传转化、通过简单易行的病毒侵染方法，可在
植株个体水平递送CRISPR/Cas核酸酶进行高效基因组编辑的新方法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多位植物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共同发起的万种植物基因组计划

天津大学构建了DNA纳米系统，解决了基因编辑和脱氧核酶共递送的难题

高通量、操作便捷的纳米载体基因输送与遗传介导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黄学辉团队开发了一个水稻基因百科图谱，创建了涵盖这
些变种的水稻变种集合，并开发了用于育种的基因组导航
系统



建议
Suggestions

抓住基因编辑育种的红利时代

“萌芽”+“创新力量”+“中国力量”+“不成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抓住基因编辑育种的红利时代

• 借鉴国外植物基因编辑育种行业成熟的运作体系

30

技术体系 监管体系 商业体系

ToolGen、博德研究所、

Inscripta等公司/研究机

构在前沿技术/工具的研

发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为大企业提供一站式解

决方案

2020 年 6 月，美国农业

部出台对基因编辑技术

的支持性指南，可通过

监管豁免基因编辑产品。

采用类似政策的国家有

加拿大、巴西、阿根廷、

澳大利亚、智利、哥伦

比亚、以色列等

陶氏、拜尔、先正达等

大型企业承接部分研发

成果，并通过其成熟市

场能力推进先进成果快

速转化落地

• 寻找创新机会快速发展

➢ 物种和性状的持续创新

国外优质种质及基因的引进；国内现有良种的深入基因编辑；优质性状更深入的挖掘与改良

➢ 底层技术工具体系化开发

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的新核酸酶/递送/工具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加快研究成果转化和技术产业化应用，对国内现有基因编辑工具形

成标准化体系输出

➢ 衍生品及跨领域应用

新的材料、饲料、生物制剂、医疗器械等

01 产业萌芽 02 创新力量 03 中国机会 04 选品逻辑 05 商业化路径 06 卡脖子技术 07 建议

知识产权体系

美国建立植物新品种

“双轨制”保护制度的

背景、动态调整历程及

实施进展，美国种业R＆

D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

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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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关联

依托产业“组织”强化“产业关联”，开展“切入口小、针对性强”的行业主题

沙龙、产品应用推广、私董创变会等形式多样的产业活动；

创新关联

整合创新资源强化“创新关联”，发布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共享服务清单”，

并实行动态更新；

利益关联

围绕终端产品强化“利益关联”，以市场需求为纽带，系统整合产业配套链、要

素供应链、产品价值链、技术创新链，增强产业利益关联度；

微型生态圈

打造科学家产业生态，降低技术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和复杂度，创造一个可以让技

术创业者完全专注在搭建产品，跟用户交流的环境

“萌芽”+“创新力量”+“中国力量”+“不成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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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窗——看到技术之外的更多可能

一盏灯——指引未来农业创新要素的连接

一片沃土——孵化未来农业食品的种子

使命 - 知科技潜力，耕未来变革

定位 - 未来农业食品技术商业化创新平台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