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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拟设立公司的概况

本项目拟设立一家合作或合资项目公司，负责运作“微生物发酵法生

产马铃薯蛋白肽产业化项目”，该公司名称由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

项目研发团队及投资人协商确定，注册资金500万元（到位资金500万元），

公司股东由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项目研发团队以及投资人构成。项

目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项目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发、生产、销售马铃薯蛋白肽产品。开展

食品、生物工程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项目公司以“科技服务人类，科技创造健康”为发展理念，以蛋白肽

的生产技术及其功能性的研究为业务重点，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实施“以

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宗旨，以先进

的管理体系为手段”的发展战略，努力在尽短时期内发展成为一家国内领

先的科技型蛋白肽生产企业。

1.2 管理及团队情况

本项目创业团队以黑龙江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

术梯队后备带头人、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轻工技术协会食品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云财研究员级高工为负责人，主要参与人员有黑龙江省

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梯队带头人、省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王佐民研究员级高工，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酿造行业赵彤研究员级高

工，知名酿造行业专家尚维研究员级高工，工业发酵行业专家吕伟民研究

员级高工等多位学术、行业专家组成。

项目公司人员编制初步确定为 20 人，其中科研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40%；在董事会下设置总经理机构，总经理机构下设五个职能部门：生产

质量部、行政部、财务部、销售部、研发部。

1.3 产品/服务及技术描述

马铃薯蛋白活性肽是以马铃薯淀粉加工的副产品——马铃薯蛋白为

原料通过生物转化、分离、精制等工艺制得的。本项目的马铃薯蛋白肽以

小肽为主，主要由 2-10 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一般在 3000 以下，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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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命活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降低

血压、预防血栓、消除人体疲劳、保护肝脏、防止动脉硬化、增强人体体

能和肌肉力量、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生理功能，是一种功能全面的食品、药

品原料。

该项目的产业化为马铃薯蛋白的深加工开辟了新的途径，提高了我国

马铃薯行业的综合利用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把我国马铃

薯深加工技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4 行业及市场

蛋白肽是以蛋白质为原料，经微生物转化或蛋白酶酶解或酸水解等方

式制成的新型蛋白水解产品。蛋白肽来源广泛，根据蛋白质原料来源的不

同，可分为动物源蛋白肽和植物源蛋白肽。目前，动物蛋白肽研究较多的

有乳蛋白肽、海洋鱼蛋白肽、胶原蛋白肽和蛋清蛋白肽等；植物源蛋白肽

研究较多的有大豆肽、玉米肽、小麦肽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在蛋

白肽研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从不同蛋白质酶解产物中分离鉴定出具有

各种生物活性的肽，如抗氧化肽、降压肽、抗血栓肽、降脂肽、阿片肽、

免疫调节肽、抗菌肽等。蛋白肽具有广泛的生理调节作用，是极具发展前

景的功能因子，已成为国内外营养健康产业的一大热点。

我国蛋白活性肽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蛋白

肽的研究工作。王风翼等对胰蛋白酶控制水解α-s—酪蛋白的最佳条件进

行了探讨,得到的水解物与乳清蛋白肽近似。肖安乐等通过胰蛋白酶水解

变性乳清蛋白经分离可获取多肽水解液；张和平等用胰蛋白酶水解乳清中

的热敏性乳清蛋白变为热稳定的可溶性多肽混合物。目前，虽然有许多蛋

白活性肽方面的研究报告及综述，但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蛋白肽产品较少，

只有大豆肽、乳蛋白肽、玉米蛋白肽、酪蛋白磷酸肽(CPP)等少数几种国

产肽产品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目前，国际、国内市场上蛋白肽价格差别较大，食品级蛋白肽每吨单

价从 10万元至 50 万元不等，药品级肽类产品价格更高，通常是以“克”

为计价单位的。影响价格因素的主要指标是肽的功能性及产品纯度。小分

子量的活性肽（亦称小肽），是国际上公认的具有生理活性的肽，也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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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较高的肽。

1.5 产品制造/服务提供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经过诱变、筛选获得一株枯草芽孢杆菌，该

菌能将马铃薯蛋白转化为马铃薯蛋白活性肽，整个发酵过程都在非常温和

的条件下进行，条件容易控制、操作简便，直接通过微生物发酵将大分子

蛋白转化为小分子的活性肽，在马铃薯蛋白肽生产领域属国内首创。本项

目的产业化为马铃薯蛋白的深加工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具有生产成本较

低、生产技术先进、产品性能好等优点，大大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

利于促进马铃薯蛋白肽产品的推广和应用，为马铃薯的开发开辟了更加广

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成立初期，拟依托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中试基地的现有条

件，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造，并增加必需的发酵、精制、浓缩、蒸发等

设备，开展中试规模的马铃薯蛋白肽生产，以实现自有资金的积累和技术

成熟度的提高。

股权融资成功后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建设工业化生产的厂房及配套工

程、购买工业化生产的设备，并预留一部分用于流动资金，实现项目规模

化生产。

1.6 收入预测

通过计算，本项目达产时销售利润率 50%，净利润率 40%以上。

财务预测简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 年 第 5年

1 主营业务收入 0 2750 3300 4400 5500

2 税前利润 - 1100 1485 2112 2750

3 所得税 - 142.5 196.5 286.8 378.75

4 净利润 - 957.5 1288.5 1825.2 2371.25

5 毛利润率 - 40% 45% 48% 50%

6 净利润率 - 34.8% 39.0% 41.5% 43.1%

7 研发费用投入 - 300 350 400 450

8 研发投入占收入比 - 10.9% 10.6% 9.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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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融资说明

在项目运作上，拟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合作伙伴，组建

合作或合资企业，完成本项目的产业化。一期项目投资为 1600 万元，黑

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和研发团队以自身已投入项目的 500 万元及所拥

有的无形资产作为出资，占 50%的股权，投资者以 800 万元现金出资，亦

占 50%的股权。

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6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估算为 1400 万元，

流动资金为 200 万元。

投资方可采用企业上市、协议转让、公司回购、转换债券等多种方式

进行投资资本退出。

1.8 风险分析与控制

只要是企业、只要有经营，就会有风险。本项目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

技术团队已开展蛋白肽研究近二十年，先后研究开发了乳蛋白肽、大豆肽、

玉米蛋白肽产品，在近十年间分别完成了国内首家乳蛋白肽及大豆蛋白肽

的工业化生产，且生产企业亦连续运行了十余年，因此，本项目技术、生

产的风险极低，比较容易控制。面临的主要风险主要来自产品的市场销售。

若产品上市销售达不到预期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个方面的风险是马铃薯蛋白肽的生产技术是否能一直处于国内

先进水平，若能成为国内蛋白肽行业生产技术的领跑者，利润率相对比较

高，但有可能会因应用新技术、新品开发不及时导致本项目产品市场竞争

力下降，竞争对手先于公司推出更先进的技术及产品，超越公司原有的技

术及产品，将使公司产品技术失去领先优势，对公司未来发展带来较大不

利影响。

近年来生物制品加工行业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升级与应用创新

速度比较快，导致产品更新换代快，生产周期缩短。因此，公司必须不断

完善和升级现有技术，持续进行技术创新，积极开发新产品，以保持竞争

优势。同时，充分的市场调研是研发决策正确的重要基础，公司将充分发

挥对蛋白肽类市场比较熟悉的优势，慎重决策新产品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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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拟成立的项目公司概况

2.1 公司的基本情况

2.1.1 基本情况设计

企 业 名 称 黑龙江或哈尔滨 XX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双方协商确定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5 日

注 册 资 本 5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 万元

注 册 地 址 哈尔滨阿城区通城街大众路 2号

办 公 地 址 哈尔滨阿城区通城街大众路 2号

生 产 地 址 阿城区通城街大众路 2号中小企业创业（科技孵化）服务中心院内

经 营 范 围
研发、生产、销售马铃薯蛋白肽系列产品；食品、生物工程领域的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所 属 行 业 生物产品制造

核 心 业 务 研发、生产、销售马铃薯蛋白肽产品

主 导 产 品 马铃薯蛋白肽

其 它

联 系 方 式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法 定 代 表 人 王佐民 0451-84616735

总 经 理 赵云财 0451-87652772 zhaoyuncaivip@163.com

财 务 经 理

联 系 人 李娜 0451-84615315 13945158770
hongyeqingpiao@sina.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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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拟设立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工商执照号

/ 身份证号

出资

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到位

时间

1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 65% 325
无形资产/

现金

2015 年

8 月 15 日

2 研发团队 35% 175 技术/现金
2015 年

8 月 15 日

合 计 - 100% 500 - -

备

注

技术等无形资产出资所占比例为 %

国有出资占比 %

固定资产出资占比 %

股东会的决策机制

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1.3 拟设立公司成立初期人员构成情况

人员总数 研究员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及以下

20 人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5 25% 3 15% 12 60%

高管 中层 科研人员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2 10% 4 20% 6 30%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2 拟设立公司的管理团队情况

2.2.1 管理团队简历

王佐民 研究员级高工，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

专业带头人，2007 年起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黑龙江省轻工科协

理事长、黑龙江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酒业协会

啤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黑龙江大学兼职副教授、黑龙江省轻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黑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食品药品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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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010 年 11 月赴美，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学习，2001 年 5 月回国。

曾先后发表论文、技术报告 20 篇左右，曾参加主持的省部科研项目 10

多项；在与企业技术合作中，开发新产品 20多个，其中有 10多个产品获

国家及省级优秀新产品。有的产品填补了省内空白。特别是在全省推广龙

轻 16 啤酒新酵母，全省 90%以上的企业都应用该酵母，啤酒质量有了显

著提高，经济效益也有了显著增长，使行业新增利税上亿元。

赵云财 研究员级高工，是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

术的后备带头人，于 2008 年 6 月起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为省轻工技术

协会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绿色食品工业诊断专家、黑龙江省

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省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黑龙江省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常务理事、省技改项目轻工领域评审专家、食品生产许可证国家级

审查专家。1988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食品、生物工程领域的科研、

开发和项目的产业化工作，先后发表论文、技术报告 40余篇，主持及参

与省部级、地厅级科研项目 30余项，实现成果转化及项目产业化 20余项；

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五项，其中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获

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九项。

尚维 研究员级高工，从事食品发酵研究开发工作近三十年，在全国

及省级专业杂志发表食品、酒类与发酵等方面的科研及教学论文近 20篇，

编写培训教材 1部，撰写科研报告数十篇，获专利 3项，为企业编制可行

性研究报告数十篇。完成黑龙江省攻关项目及省轻工业厅科研项目十余

项，先后获得黑龙江省轻工业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 1项，黑龙江省轻工

业联合会、黑龙江省轻工业科学技术协会突出贡献奖 1项。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科技进步奖 1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赵彤 研究员级高工，从事食品发酵与酿酒行业科研、开发工作近三

十年，具有较多的成果，贡献突出，曾先后发表论文、技术报告二十余篇，

曾参加主持的新产品开发十余项，其中多项获新产品奖，为江南大学生物

工程学院及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客座教授。

2.2.2 董事会的组成及决策机制
序
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学历/职称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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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佐民 董事长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级高工 0451-84616735

2 在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制，简单多数

赞成通过的原则。

2.2.3 本节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本节中所描述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均为拟定，公司管理架构、组

织方式、注册资金、实收资本等均需与投资方洽谈后，依照双方协议进行

实施。

2.3 拟设立公司的管理情况

2.3.1 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方案

拟设立公司采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等组织框架，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确立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会、股东会的法定召集人和主持人；董事会下设总经理机构，由总经理、

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组成，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协助总经理分管职能工

作，总经理主管全面工作并代表总经理机构对董事会负责；监事会及独立

董事行使法定监督制约职责，监事会主席为监事会的法定召集人和主持

人；总经理机构下设五个职能部门：生质量产部、行政部、财务部、市场

部、研发部，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对总经理机构负责。

2.3.2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管理战略：公司的管理层本着创造健康、造福于社会的信念，建立健

全以人为本、以财为源、以理为义的制度和规范，塑造有效的企业凝聚力

和企业执行力。

公司对高级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对企业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人

员，采取年薪、股权、期权等方式以确保高层和核心层的稳定。对于对公

司有贡献的人员，采取奖励带薪假期、公费进修、享受优先股权等方式给

予奖励。

企业凝聚力的塑造：

▲ 管理层与员工沟通，共同规划发展与构造远景，使各层次既得的

利益均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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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层以身作则，对自己的言行高标准要求，起到领导、表率的

作用，给员工树立清晰、可触摸的形象榜样。

▲ 建立、健全公平、优厚的激励机制，保障给予员工高于同行业的

薪资水准，保障员工内部薪资的公平，保障员工的晋升机制。

▲ 建立员工培训制度，鼓励员工不断地学习，给员工创造学习机会，

使每个员工尽可能的做自己爱好的岗位，对于学习、培训费用予以适当的

补偿。

▲ 关心员工的个人生活，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每个喜悦都与员工

共享。

▲ 管理做到规范化，制度化。以人性为基础，以制度来规范。

▲ 员工的参与精神，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管理层将考虑员

工持股计划的实施。

2.3.3 关联交易及利益冲突

拟设立公司依法开展经营，组织运营方式健全，决策透明，不存在关

联经营和家族管理问题。

2.3.4 本节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4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项目公司以“科技服务人类，科技创造健康”为发展理念，以蛋白肽

的生产技术及其功能性的研究为业务重点，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实施“以

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宗旨，以先进

的管理体系为手段”的发展战略，面对国内外同行的激烈竞争和国际化的

趋势，为适应企业规模化、多元化的发展要求，积极探索“内引外联，优

势互补”的发展思路，寻求国内外领先技术和境外资本运作经验丰富的战

略合作伙伴加入，加快公司新产品切入市场国际市场的步伐，努力在尽短

时期内发展成为一家生产技术国内领先的科技型蛋白肽生产企业。

三、产品/服务与技术

3.1 产品/服务描述

马铃薯蛋白活性肽是以马铃薯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转化、分离、提取

等工艺制得的。本项目的马铃薯蛋白活性肽以小肽为主，主要由 2-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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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组成，分子量一般在 3000 以下，是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生命活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降低血压、预防血栓、消除人体疲

劳、保护肝脏、防止动脉硬化、增强人体体能和肌肉力量、增强人体免疫

力等生理功能，是一种功能全面的食品、药品原料。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小分子蛋白肽比等量的游离氨基酸具有更高

的生物活性和营养价值。小肽同游离氨基酸一样都可以通过肠道几乎全部

被吸收，进入到血液中，然后运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发挥其各类生物学

功能。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经过诱变、筛选获得一株枯草芽孢杆菌，

该菌能将马铃薯蛋白转化为马铃薯蛋白活性肽，整个反应过程都在非常温

和的条件下进行，发酵条件容易控制、操作简便，直接通过微生物发酵将

大分子蛋白转化为小分子的活性肽，在马铃薯蛋白肽生产领域属国内首

创。该项目的产业化为马铃薯蛋白的深加工开辟了新的途径，提高了我国

马铃薯行业的综合利用水平，并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把我国马铃

薯深加工技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马铃薯蛋白的开发利用创造

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3.2 国内外研发情况

蛋白肽是以蛋白质为原料，经微生物转化、蛋白酶酶解、酸水解等方

式制成的新型蛋白水解产品。蛋白肽来源广泛，根据蛋白质原料来源的不

同，可分为动物源蛋白肽和植物源蛋白肽。目前，动物蛋白肽研究较多的

有乳蛋白肽、海洋鱼蛋白肽、胶原蛋白肽和蛋清蛋白肽等；植物源蛋白肽

研究较多的有大豆肽、玉米肽、小麦肽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在蛋

白肽研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从不同蛋白质酶解产物中分离鉴定出具有

各种生物活性的肽，如抗氧化肽、降压肽、抗血栓肽、降脂肽、阿片肽、

免疫调节肽、抗菌肽等。蛋白肽具有广泛的生理调节作用，是极具发展前

景的功能因子，已成为国内外营养健康产业的一大热点。

本项目是以农产品加工的副产品为原料，利用生物技术开发功能性蛋

白质产品。蛋白质的功能性在生物体内占有特殊地位，是一切生命的物质

基础，就其化学结构来说，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大分子，因此亦可将蛋

白质降解为氨基酸和短肽。早在 50年代，为防止牛乳过敏症，日本森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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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公司以酪蛋白为蛋白源，通过酶的处理，将其分解为分子量在 1000

以下的肽和氨基酸的混合物。该混合物含 70%游离氨基酸及 5～8 个氨基

酸组成的肽，这就是市场上使用了 40 多年的第一代酪蛋白水解物。60～

70 年代，市场上出现了第二代乳清蛋白高度水解物，自 1979 年，德国的

Brant 等人通过酶解牛乳酪蛋白得到一些多肽产物，并证明它们具有类吗

啡活性。从此，人们展开了对功能性蛋白质的研究。近年来研究表明，蛋

白肽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增强免疫功能、抗凝血、抗过敏、降血压、

抑制胆固醇的生物合成、防止黑色素沉淀等等。最近，市场上近年来又出

现了第三代蛋白低度水解物，日本森永公司首当其冲生产出各种不同规格

的肽产品，世界上其它公司的研究和开发也相继活跃起来。当然，制备活

性肽的方法各有不同。关谷宗一郎等用胰蛋白酶水解酪蛋白获得酪蛋白水

解物具有降血压作用；Haque.z.v 等人用固定化胰蛋白酶、凝乳蛋白酶制

备乳肽；Maubois 等研究了一种带超滤膜的酶反应器用于制备磷酸化酪蛋

白水解物。

我国蛋白活性肽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蛋白

肽的研究工作。王风翼等对胰蛋白酶控制水解α-s—酪蛋白的最佳条件进

行了探讨,得到的水解物与乳清蛋白肽近似。肖安乐等通过胰蛋白酶水解

变性乳清蛋白经分离可获取多肽水解液；张和平等用胰蛋白酶水解乳清中

的热敏性乳清蛋白变为热稳定的可溶性多肽混合物。目前，虽然有许多蛋

白活性肽方面的研究报告及综述，但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蛋白肽产品较少，

只有大豆肽、乳蛋白肽、玉米蛋白肽、酪蛋白磷酸肽(CPP)等少数几种国

产肽产品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本项目是利用生产马铃薯淀粉的副产物马铃薯蛋白为原料，整个生产

过程都在非常温和的条件下进行，发酵条件容易控制、操作简便，直接通

过微生物发酵将大分子蛋白转化为小分子的活性肽，生产成本较低，生产

技术先进，利于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可促进马铃薯蛋白肽产品的推广

和应用，为马铃薯蛋白制品的开发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3.3 产业政策

本项目属生物制造业，符合国家发布的《2014 年政府投资及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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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录》第二条“工业”第（四）款“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3 生物产

业：重点支持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的产业政策，属国

家重点支持的行业。

在黑龙江省政府发布的《黑龙江省生物产业发展规划》（2010 年-2020

年）将“生物制造”列为黑龙江省发展生物产业的主要任务和发展重点,

要求到 2020 年在生物制造行业要建设一批科技型生产企业，并力争扶持

成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在“发展规划”“专栏 7 微生物制造专项”中，

明确提出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选育和改造的微生物菌种发酵生产蛋白活

性肽”是发展方向，本项目完全符合这一发展方向。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实现我省指定的“到 2020 年,把我省生物产业培育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在

部分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 ,生物产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

重达到 5%以上,成为主导产业”的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可获得多项政府扶持性

资金支持。

本项目属于黑龙江省政府在未来三年重点开展《黑龙江省千户科技型

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项目之一。根据该计划，本项目和项

目公司将获得多项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政府推介上市、进入高新技术园

区并享受园区优惠政策、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机构优先投资、知识产权担

保等。同时，本项目还符合申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要求，可以

申请国家资助。

3.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四、研发情况

4.1 研发投入情况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59 年，是我省食品领域建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开展食品工程、生物工程（含

发酵工程和酿造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项目开发及产品的监督检测工

作，是黑龙江省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梯队的建设单

位。

马铃薯蛋白肽的研究开始于 2010 年，先期研究经费是由我院自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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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厅省属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的支

持，并于 2014 年通过了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为了该项目的中间试

验及尽快实现产业化，我院于 2013 年 8 月份开始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中小

企业创业（科技孵化）服务中心院内建立了生物产业项目中试基地，并于

2014 年 5 月投入使用。马铃薯蛋白肽的中试就是在该中试基地完成的。

中试基地拥有一座近 300 余平方米中试车间和 30 平方米的办公室，车间

有水、电、蒸汽及一些实验仪器设备。马铃薯蛋白肽的生产性试验是在我

院大豆蛋白活性肽成果转化单位——黑龙江乐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的。

从 2010 年开发研究工作至今，在马铃薯蛋白肽的实验室研究、中间

试验、工业化试验、中试基地建设等方面累计投入人、财、物等直接费用

500 余万元，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基础数据和丰富的实践生产经验，也保证

了马铃薯蛋白肽的关键技术具有很高成熟度。

4.2 研发队伍情况

技术负责人：赵云财 研究员级高工，是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

发酵与酿造技术的后备带头人，于 2008 年 6 月起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为省轻工技术协会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绿色食品工业诊断专

家、黑龙江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省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黑龙江

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省技改项目轻工领域评审专家、食品生产

许可证国家级审查专家。1988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食品、生物工

程领域的科研、开发和项目的产业化工作，先后发表论文、技术报告 40

余篇，主持及参与省部级、地厅级科研项目 30余项，实现成果转化及项

目产业化 20余项；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五项，其中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

项，三等奖一项，获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九项。

研发团队：

马铃薯蛋白肽研发项目组现有研究人员 8人，其中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5人，高级工程师 3人，是一支研究与开发兼顾、产业化经验丰富的团

队，是依托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梯队发展起来的创

新团队。研发团队主要人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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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民 研究员级高工，省级领军人才梯队“食品发酵与酿造技术”

专业带头人，2007 年起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黑龙江省轻工科协

理事长、黑龙江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酒业协会

啤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食品药品组专家。

2010 年 11 月赴美，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学习，2001 年 5月回国。曾先

后发表论文、技术报告 20篇左右，曾参加主持的省部科研项目 10多项；

在与企业技术合作中，开发新产品 20多个，其中有 10多个产品获国家及

省级优秀新产品。

尚维 研究员级高工，从事食品发酵研究开发工作近三十年，在全国

及省级专业杂志发表食品、酒类与发酵等方面的科研及教学论文近 20篇，

编写培训教材 1部，撰写科研报告数十篇，获专利 3项，为企业编制可行

性研究报告数十篇。完成黑龙江省攻关项目及省轻工业厅科研项目十余

项，先后获得黑龙江省轻工业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 1项，黑龙江省轻工

业联合会、黑龙江省轻工业科学技术协会突出贡献奖 1项。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科技进步奖 1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赵彤 研究员级高工，从事食品发酵与酿酒行业科研、开发工作近三

十年，具有较多的成果，贡献突出，曾先后发表论文、技术报告二十余篇，

曾参加主持的新产品开发十余项，其中多项获新产品奖，为江南大学生物

工程学院及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客座教授。

近五年来，研发团队共获得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十四项，完成省部级

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其中，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

等奖一项，在相关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文章）八十余篇，已成为一支创新

能力强、研究水平高、爱岗敬业、人员稳定、实践经验丰富、业务过硬的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项目的产业化和未来拟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

4.3 预研项目情况

马铃薯蛋白肽的研究开始于 2010 年，2010 年—2013 年主要进行了实

验室研究，包括菌种的选育及小试试验等，先期研究经费是由我院自筹的，

2013 年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厅省属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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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2014 年 5 月—2014 年 8 月，在我院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中小企业创

业（科技孵化）服务中心院内的中试基地进行了中试。

2014 年 9月—2014 年 11 月，黑龙江乐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大豆蛋白

肽生产车间进行了生产性试验。

从 2010 年开发研究工作至今，在马铃薯蛋白肽的实验室研究、中间

试验、工业化试验、中试基地建设等方面累计投入人、财、物等直接费用

500 余万元，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基础数据和丰富的实践生产经验，也保证

了马铃薯蛋白肽的关键技术具有很高成熟度。

4.4 有关知识产权情况

本项目为省属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项目，目前有 2项发明

专利正在申请中。

4.5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自上世纪 90 年代，我院就开始了蛋白肽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我国

最早开展蛋白肽类产品研究的单位之一，先后完成了乳蛋白活性肽、大豆

蛋白活性肽、玉米蛋白活性肽的研究及系列产品的开发，三项研究均获得

了国家发明专利，并先后于 2002 年、2003 年分别实现了乳蛋白活性肽、

大豆蛋白活性肽的产业化。《乳蛋白活性肽的研究及肽产品的研制》获

2002 年度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豆蛋白活性肽的研究及系列产品

开发》获 2007 年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院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肽类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经验，近三年来

年均申请生物工程领域的国家发明专利 10项以上，年均获授权专利 4项，

这些都为后续的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储备，也为持续的技术创

新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五、行业和市场

5.1 行业和市场状况介绍及分析

5.1.1 国内外行业状况

蛋白肽是以蛋白质为原料，经微生物转化、蛋白酶酶解、酸水解等方

式制成的新型蛋白水解产品，其具有广泛的生理调节作用，是极具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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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功能因子，已成为国内外营养健康产业的一大热点。

美国食用化学法典《(FCC 1983 )》制订了水解植物蛋白(HVP)的质

量标准，水解植物蛋白主要含有氨基酸和短肽。美国食用化学法典《(KFCC,

2004 )》制订了酸水解蛋白(AHP)的质量指标，酸水解蛋白是以植物蛋白

和乳蛋白为原料，用烯盐酸催化水解而成的产品，主要含有氨基酸和短肽

(由 5个以下氨基酸构成)，它作为一种天然风味料和调味料，应用于各种

调味食品中。1998 年美国批准酪蛋白磷酸肽(CPP)作为食品添加剂，CPP

是用牛乳酪蛋白为原料，采用生物酶解技术制得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多肽，

具有促进钙吸收、防龋齿等功效。

在欧盟各国，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EC) No 258/97 授权鱼(拟

沙丁鱼)肽产品作为一种新型食品配料.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认为大豆蛋白提取物(大豆乳清肽)为“传统、

非新奇食品”，理由是“作为大豆天然组成部分，从大豆中提取的乳清蛋

白，是属传统食品的新用途”。

日本从 1980 年开始系统地对食品的保健功能进行研发，是世界上最

早实施保健食品制度的国家。在 1991 年 4 月修订的《营养改善法》中，

开始实行“特定保健用食品”(food for specified healthuse FSHU)

许可制度，2001 年 4月又开始实施“规格标准化的营养机能食品制度”，

并将两者一合并为“保健机能食品”。日本 2003 年由厚生省批准的 322

种“特定用保健食品”的主要功能分类及使用原料中，降胆固醇功能产品

34 种，包括大豆肽 2种；降血压功能产品 33 种，包括沙丁鱼肽 11 种，

鲤鱼低聚肽 6种，酪蛋白肽 3种，乳清蛋白三肽 3种；护齿功能产品 23

种，包括酪蛋白磷酸肽一非结品磷酸盐(CPP ACP)2 种；提高钙的吸收功

能产品 5种，包括酪蛋白磷酸肽 3种。批准使用的蛋白肽有酪氨酸磷酸肽

(casein phosphopeptideCPP) ,酪蛋白十二肽( casein dode-capeptide)、

乳清肽(lacto peptides)、大豆低聚肽(soyoligopeptides)等。

在国内，用植物蛋白源如豆粕，通过酸或蛋白酶催化水解生产的水解

植物蛋白(HVP)主要含有氨基酸和短肽，批准作为配制酱油的调味料，2000

年发布了《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SB 10338-2000》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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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2760-1996)首次将蛋白肽配料，

即酪蛋白磷酸肽纳入标准中，规定用于饮料、乳饮料、谷类及其制品，最

大使用量 1.6 g/kg；用于婴幼儿食品为 3.0 g/kg。2010 年，卫生部批准

玉米低聚肤为新资源食品。目前蛋白肽被作为新型食品配料已在普通食

品、保健食品中广泛使用。

5.1.2 国内市场状况

2000 年以前，我国保健食品、运动食品生产企业主要是从国外进口

蛋白肽配料，随着我国蛋白肽类配料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蛋白肽配料己用

于开发生产各种营养保健食品，其主要应用领域如下：

5.1.2.1 运动食品

2004 年，农夫山泉公司以大豆低聚肽为原料，开发生产出“蓝色尖

叫”活性肽功能饮料，一直畅销不衰，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2005 年，

北京市康比特公司承担完成了北京市科委科技奥运会项目——绿色奥运

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系列运动健身食品的开发及市场拓展”课题，以大豆

肽为主要功能配料，开发出适合运动员饮用的运动饮料，在运动员中进行

了功能评价试验，证实此产品能保持运动员体内环境的稳定，提高了运动

员的有氧运动能力，加快了运动后疲劳的消除。另一款适合健身人群食用

的威能运动饮料，能及时补充运动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素和能量，提高了

体能，改善了运动性疲劳，有效促进了运动后体力恢复。

5.1.2.2 军用功能食品

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 2005 年主持完成“大豆低聚肽在军用食品中的

应用研究”项目，开发出“军用体力恢复剂”和“军用营养粉”。这两种

产品经部队试验及军内外广泛使用证明，军用体力恢复剂可减轻或缓解高

强度运动后的疲劳症状，有效促进体能恢复，减轻肌肉损伤。军用营养粉

可明显改善食用者的营养状况和整体机能，可调节消化机能，对战场应激

条件所致的官兵消化机能紊乱、食欲减退等具有较好的改善作用，不增加

胃肠负担，有利于促进伤病员的康复。

5.1.2.3 保健食品

目前，我国己经批准了多个以大豆肽、酪蛋白磷酸肽为主要功能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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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健食品。2007 年，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完美餐牌肽藻

营养粉”被批准为保健食品，于 2008 年上市；“玉米肽糙米胚芽口服片”

也被批准保健食品，于 2009 年上市，两款产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5.1.2.4 临床营养食品

北京同仁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现代营养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的药食

同源理论相结合，以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为主要氮源配料，开发生产出分

别适宜癌症患者、术后患者、骨伤与骨质疏松人群、慢性肾病患者、糖尿

病人群、慢性肝病患者、产后人群等 7种特定人群食用的 7款短肽型肠内

营养食品，并通过动物和临床实验加以验证，形成“同仁堂牌短肽特殊营

养食品”系列，投放市场，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江中药业有限公司采用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大豆低聚肽为原料，开发出“初儿牌”复合肽特殊

膳食营养液(供术后人群食用)，在全国连锁店及超市销售。

5.2 目标用户以及经营业务的市场情况

马铃薯蛋白肽具有多种独特的生理功能特性，其广泛应用于以下几个

方面:

5.2.1 在非功能性食品中的应用

马铃薯蛋白肽具有“三高一低”的营养特性，即高营养性、高吸收速

度、高吸收率和抵抗原型，其氨基酸组成平衡，配比合理，具有很高的营

养价值。马铃薯蛋白肽能具有很强的吸湿、保湿功能，易溶于水，粘度较

低，可以添加到速溶食品中。马铃薯蛋白肽按适当的比例添加到乳饮料中，

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而且能保持产品状态均一稳定、不分层、

不产生沉淀。将其用于豆制品、火腿、焙烤食品等的生产加工，不仅可以

改善口感、调整硬度、易于消化吸收，而且可以保持食品的水分和增加食

品的营养。将马铃薯蛋白肽添加到鱼肉制品中，可以大大提高其香鲜度。

马铃薯蛋白肽应用于糖果、巧克力的生产中，可以使产品香气增加、甜度

降低，并且还可以降低成本；用于制作糕点，可以改善口味品质、提高得

率、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马铃薯蛋白肽具有促进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和

代谢的功能，它能促进双歧杆菌的发酵、还能促进乳酸菌及其它有益菌类

的增殖，也能促进并增强面包酵母的产气作用。在谷氨酸发酵中，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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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肽代替等量的氮源，镜检菌种生长旺盛，发酵周期明显缩短，产酸率

也得到了有效提高，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在酸奶生产发酵剂的制备中，加

入马铃薯蛋白肽，不仅提高了产品的营养价值，而且在稳定产品质量方面

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马铃薯蛋白肽可用来生产酸奶、干酪、醋、酱

油和发酵火腿等发酵食品，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使产品质量稳定和改善此

类食品的风味等。

因为马铃薯蛋白肽水溶性很高，溶液粘性低，且在酸性条件下不产

生沉淀，并且还具有较高的发泡功能。所以，它可用于生产酸性饮料、营

养饮品、汽水、速溶固体饮品和奶粉、啤酒、雪糕及冰淇淋等冷饮食品。

5.2.2 在功能性食品中的应用

马铃薯蛋白肽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易消化吸收，且吸收速度高于

等分子量的游离氨基酸，因此可以用于特殊病人的营养食品，尤其是对于

消化道手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消化功能衰退的老年人以及消化功能尚未成

熟的婴幼儿。马铃薯蛋白肽还可以和其它辅料相结合，强化人体必需氨基

酸，强化钙、铁、镁、锌等微量元素，生产出各种适合不同人群的保健食

品。又由于马铃薯蛋白肽具有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降血压、和促进脂肪

代谢等功能，因此马铃薯蛋白肽可用于生产降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系统疾

病、降血压、预防肥胖症等功能保健食品。

马铃薯蛋白肽能够被肠道直接吸收并且吸收速度特别快，因此在医

院，可以作为肠道吸收营养物，患者直接从口、胃送入此种营养物，能更

迅速的恢复正常营养状态。另外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性和营养需求，马铃

薯蛋白肽可以结合其它辅料制作各种老年食品，如老年奶粉。

运动员在做剧烈运动的同时发生了蛋白质合成的抑制、肌蛋白降解

的增加、氨基酸氧化的增加及葡萄糖异生作用的增加，导致了体内蛋白质

利用的增加，因此应及时补充蛋白质的含量。由于马铃薯蛋白肽易于消化

吸收，能迅速给机体提供能量，同时补充运动消耗的各种营养素，起到抗

疲劳、快速恢复体力等保健作用，因此可用于制备运动员专用食品。

以马铃薯蛋白肽作为基本原料，还可以开发出许多优质、营养、健

康的食品。根据马铃薯蛋白肽良好的氨基酸平衡和易消化吸收的特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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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发消化道手术病人康复期的营养食品；利用其降低血压、血脂的特性

可以开发降胆固醇、降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能性食品；利用其促进

蛋白质合成和抗疲劳的特性可以开发增强肌肉和消除疲劳的运动营养食

品。

综上所述，本项目产品的目标市场为食品行业、保健食品、特殊膳食

食品行业及药品行业。产品的初步市场定位为普通食品的添加剂和营养强

化剂及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药品的原料。

5.3 竞争情况及公司优势

5.3.1 竞争情况

目前，国内外生产蛋白肽的方法主要有酶解法、分离提取法、化学合

成法、基因重组法及微生物发酵法。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目的，各有其

优缺点：酶解法以其技术成熟、易规模化生产等优势，在蛋白肽的制备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微生物发酵法作为一种生产蛋白肽的新方法，因其独特

的优点而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

天然活性肽分布广泛，目前己经从动物、植物及部分海洋生物中分离

出多种蛋白肽。从动植物分离提取出来的蛋白肽具有高效、低毒、无污染

等特点，是筛选药物的天然资源宝库，在食品业、药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然而，天然活性肽在生物体内的含量一般是微量的，除在个别药物肽

产品方面，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外，大部分提取法生产蛋白肽的工艺还不够

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分离提取法还不是工业化生产蛋白肽的主

流技术。

化学合成法发展较早，研究较为深入，技术也比较成熟，己广泛应用

于生产高活性的药品级小肽。按照合成介质可分为液相合成和固相合成，

液相合成是化学合成的传统方法，是合成小分子肽的有效方法。固相合成

法出现于 20世纪 60 年代，其优越性在于固相载体有利于合成中不断增长

的肽链固定、环化、去保护和纯化，且易于实现自动化。但是所用设备和

试剂较为昂贵，严重制约了其在规模化生产上的应用。化学合成法的缺点

是直接合成的肽序列短、副产品多、时间长、效率低、产品需分离提纯且

成本高，而且生产中的合成试剂毒性大，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有损机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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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因此，化学合成法虽然技术比较成熟，但不适宜工业化生产。

基因重组法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与开发阶段，一旦建立起一个基因重

组体系，可以利用廉价的原料经发酵大量生产多肽.但是，基因重组法存

在小分子的基因片段操作困难、表达困难、检测工作困难、难筛选到高效

表达的菌株和产量较低等缺点，制备的肽种类受到限制，不能生产酰胺肽，

也不适合制备短链肽，因此，局限性较大，目前仅限于大分子药物活性肤

和蛋白质的生产。l

微生物发酵法是生产蛋白肽的一种新方法，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其

使用的菌种多为霉菌、细菌或酵母菌。通过活性微生物菌体产生丰富的蛋

白酶系，直接作用于大分子蛋白，将其降解成小分子肽类物质。其优点在

于微生物蛋白酶来源广、酶产量高、生产周期短、生产成本低，制备的产

品具有良好的风味、色泽等感官特性，因此这种方法具有极好的发展前景。

5.3.2 竞争分析

本项目是以马铃薯淀粉加工的副产物——马铃薯蛋白为原料，利用微

生物发酵将大分子蛋白转化为小分子的活性肽，再经分离、精制、干燥制

得的。发酵过程是在非常温和的条件下进行的，条件容易控制、操作简便，

制得的马铃薯蛋白肽不但高营养，还具有许多生物活性，其与同类产品相

比，具有以下优势：

5.3.2.1 生产方法先进

本项目采用了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马铃薯蛋白肽，该方法属最新研究开

发的生产蛋白肽方法，具有技术优势。本项目利用微生物的活性，直接作

用于大分子的马铃薯蛋白，将其转化成小分子肽类物质，其优点在于微生

物蛋白酶来源广、酶产量高、生产周期短、生产成本低，制备的产品具有

良好的风味、色泽等感官特性及较全面的功能性，具有极好的发展前景。

5.3.2.2 生产成本低

本项目的原料是马铃薯淀粉的副产物——马铃薯蛋白，其来源于马铃

薯淀粉加工厂的淀粉生产废水。淀粉废水经分离、浓缩获得含蛋白的浓缩

液，去除蛋白其中的农药、重金属及生物碱等有害成份，再经精制、喷雾

干燥制成食用级马铃薯蛋白。由于主要原料来自生产的废水，因此，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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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原料成本低廉，并解决了马铃薯加工厂淀粉废液直接排放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所以，本项目的产品具有低成本优势，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有利于产品的推广应用。

5.3.2.3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马铃薯蛋白具有多种均衡的氨基酸组分，氨基酸含量可达 65%以上，

赖氨酸含量远高于其它蛋白，马铃薯蛋白的营养仅略次于鸡蛋蛋白，其中

赖氨酸含量高达 93mg/100g、色氨酸也达 32mg/100g。马铃薯蛋白中含有

丰富的多糖蛋白体，通常它被俗称为粘体蛋白，是一种多糖蛋白的混合物。

这类蛋白本省就具有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动脉血管的弹性、

降低血胆固醇、调整血糖等作用，因此，以马铃薯蛋白为原料生产的小分

子肽的生物活性更多、更全面，是一种极具潜力的保健食品、药品的原料。

5.3.2.4 具有技术独占性的优势

本项目所用技术为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马铃薯蛋白肽，该项技术实施的

三要素为生产原料、生产工艺和生产菌种。由于生产菌种是我院经过近三

年试验选育的，为我院独有且只保藏在我院，同行业其他公司即使有了生

产原料，也了解生产工艺，但没有菌种，还是无法生产出与本项目质量、

功能等一样的产品，因此，我院拥有该项技术的独占性。另外，我院已申

请了两项与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马铃薯蛋白肽有关的发明专利，若获得授

权，又增加了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技术独占的优势将更加显著。

5.3.2.5 SWOT 分析

① 优势：

技术

Ⅰ、采用先进的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马铃薯蛋白肽，且具有技术独占性。

Ⅱ、黑龙江省是马铃薯主产区，也是马铃薯淀粉的主要加工地区，本

项目有原料优势。

Ⅲ、项目组拥有二十余年的蛋白肽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经验，有核心

的研发团队；

Ⅳ、符合国家和我省的产业政策，符合我省 2015 年—2017 年三年行

动规划的文件精神，会获得许多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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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的原料。应用领域广，潜在客户多，

市场潜力大。

产品：马铃薯蛋白肽既可以作为原料销售，也可以以马铃薯蛋白肽为

原料开发马铃薯蛋白肽系列产品，作为终端产品直接上市销售，可以灵活

选择产品形式。

② 劣势

Ⅰ、用户、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认知度较低。

Ⅱ、公司团队需整合，缺乏管理人才和销售人才。

Ⅲ、缺乏资金。

③ 机会

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越

来越强，安全、高品质、功能多样的蛋白肽应该是未来食品、保健食品、

药品的“新主角”；

Ⅱ、蛋白肽类产品的市场容量巨大，目前市场集中度和竞争度都不高；

Ⅲ、产品生命周期处于市场导入转为快速成长阶段的前奏。

④ 风险：行业内未来的市场竞争。

5.3.3 核心竞争力

5.3.3.1 产品性能优势

本项目产品是采用微生物发酵法生产的马铃薯蛋白肽，具有降低血

压、预防血栓、消除人体疲劳、保护肝脏、防止动脉硬化、增强人体体能

和肌肉力量、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生物活性，是一种功能性全面食品、药品

原料，可用于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等行业，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

产品性能好、用途广泛等优点，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5.3.3.2 技术优势

项目单位——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了

蛋白肽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我国最早开展蛋白肽类产品研究的科研单位

之一，完成了乳蛋白活性肽、大豆蛋白活性肽、玉米蛋白活性肽的研究及

系列产品的开发，三项研究均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并先后于 2002 年、

2003 年分别实现了乳蛋白活性肽、大豆蛋白活性肽的产业化，《乳蛋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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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肽的研究及肽产品的研制》获 2002 年度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

豆蛋白活性肽的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获 2007 年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项目组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肽类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经验，培养了

一批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这将有利于在项目开展时

能够科学、有效地实施质量、成本控制措施，从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5.3.3.3 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

项目团队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近三年来年均申请生物领域

的国家发明专利 10项以上，年均获授权专利 4项，这些都为后续的产品

研发和升级换代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储备，也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可靠

的保障。项目实施后，将以市场为导向，加大研发投入，不断优化技术和

产品结构，不但积极研发当前市场需要的产品，还要开发前瞻性的新产品，

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产品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市场销售前景乐观。

5.3.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六、市场营销

6.1 营销计划

总体策划，逐步实施。根据企业的实际和产品的特色，进行科学谋划，

按照市场的情况逐步实施促销计划。

在条件具备时，利用媒体、网络、报纸宣传及各种路牌等方式加大对

企业和产品的宣传力度，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尽早开展全方位的产品宣传，

树立品牌知名度。

由于本项目产品内涵专业而丰富，因此，营销人员要深刻理解公司主

要产品特色、功能机理、应用领域等，积极挖掘产品的优势，并通过专业

语言和适宜的方式灌输给经销商、消费者。另外，对产品营销人员进行定

期和不定期的各种专业知识培训，让营销人员了解产品的各种功能特点，

在销售时做到有的放矢。

以稳定、优质的产品质量保证产品信誉，以持续改进不断满足顾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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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打造科技引领、创造健康的企业品牌，以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提升

品牌形象。

6.2 分销商/代理商的选择

6.2.1 分销渠道的选择

基于对公司产品属性，公司的财力能力限制以及公司对销售渠道所要

求的控制程度三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公司选择了以下国内外分销渠道。

注释：产品主要采取三种分销渠道，①总体层次简单，以直接销售为主，本公司将通过电话、

网络、传真等方式直接接受客户订货，按购货合同或协议书销售。②通过批发商进行分销方式。

③借助代理商向境外销售。

6.2.2 分销渠道管理

1）依据本公司市场营销战略的执行要求，综合考虑中间商的财务和

管理水平、专业知识、信誉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分销中间商。

2）与国内外企业、银行、咨询机构和政府等保持经常性联系，不断

收集、分析中间商的信息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工、整理，做到系统完整，

便于查询。

3）促进公司与中间商的友好合作，对成绩突出的批发商和代理商给

予一定的奖励，尤其在进入产品需求期时尽可能保证中间商的利润。

4）制定评价销售绩效方案，通过激励、调整或改进，保证营销渠道

畅通。

产
品

销
售
终
端

批发商

代理商

①

②

③

分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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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促销策略

根据产品介入市场的不同时期，本公司将采取以拉氏策略为主,推售

策略为辅的促销方式。

沟通与促销策略

注释： 1、产品导入期，为了能迅速产生切入市场，公司将采用以下营销推广策略，目的是

诱发消费者尝试本公司的新产品，刺激产品销售量增加：通过与批发商合作进行广告宣传，提供

详细的产品资料，帮助培训销售技术人员；给予一定的贸易折扣增强销售合作。

2、成长期，加强原来的促销工作，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社交渠道增加沟通，降低成本费用。

3、进入成熟期，适当增加促销费用，保持市场占有率；综合运用赠送、改善产品包装等促销

工具，辅之一定的提醒式广告增加销售。

6.4 产品/服务价格

定价原则：

产品定价主要考虑市场的需求与使用者可接受的价格，兼顾成本与技

术问题，采取多档价格定位的渗透策略,旨在获得更大的客户群，开发及

巩固市场以盈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在短期内收回投资成本,使资金回笼相

对及时,有利于更好的进行研发和投资。

差异化定价法——在产品上市初期采用此法，针对市场容量、不同顾

客需求、以差异化价格策略确定初期产品定价，适用时定价可以低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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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成本加成法——在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预期目标时，采用成本加预期

利润确定产品价格；

需求导向法——在市场成熟度较高时，因同行业竞争激烈，要持续提

高产品科技含量，以高端产品引领市场需求，保证产品高利润定价。

产品单位售价：根据投产前所做的市场调查、公司的市场定位及定价

原则和方法,公司生产的产品价格如下表所示:

产品价格预测表

产品
马铃薯蛋白肽（普通食

品用）

马铃薯蛋白肽（保健食品

用）

价格 10万元/吨 15 万元/吨

6.5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七、生产和实施计划

7.1 产品生产制造方式

公司成立初期，先利用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中试基地的现有条

件，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造，并增加必需的发酵、精制、干燥等设备，

进行中试规模的马铃薯蛋白肽生产，以实现自有资金的积累和技术成熟度

的提高。

股权融资成功后，利用获得的资金建设工业化生产的厂房及配套工

程、购买工业化生产的设备，进行规模化生产。

7.2 对生产场地和设备的要求

以年产 500 吨马铃薯蛋白肽的生产规模为例，需要的厂房和设备如

下：

厂区面积：5000 平方米

厂房面积：2000 平方米，主要包括配料车间、种子培养车间、发酵

车间、精制浓缩车间、干燥包装车间、公用工程、化验室（含无菌室）、

办公室等。

主要生产设备：配料罐、种子罐、发酵罐、离心机、蒸发器、干燥塔。

7.3 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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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工艺技术来源及特点

本项目的生产工艺技术是我院的自有技术。整个发酵过程都在非常温

和的条件下进行，条件容易控制、操作简便，具有生产技术先进、生产成

本较低、产品口感好，并有多种生物活性。

7.3.2 技术保障措施

从 2010 年至今，马铃薯蛋白肽项目经过了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

工业化试验等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基础数据和丰富的实践生产经验，

保证了马铃薯蛋白肽的关键技术具有很高成熟度。

项目组拥有一支创新能力强、研究水平高、爱岗敬业、人员稳定、实

践经验丰富、业务过硬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这支核心团队将对厂房

设计、车间布局、设备采购和安装、设备调试、试生产直至正式生产全过

程进行把关，确保技术方案的高效、准确实施。

7.3.3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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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马铃薯蛋白

调浆 斜面种子

灭菌 一级液体种子

冷却 二级液体种子

接种 三级液体种子

发酵

灭菌

固液分离 滤 液 浓缩 喷雾干燥 马铃薯蛋白肽

马铃薯蛋白肽生产工艺流程图

7.4 原材料采购情况

7.4.1 主要原辅材料供应

本项目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马铃薯蛋白，是加工马铃薯淀粉的副

产品。由于黑龙江省是马铃薯主产区，也是马铃薯淀粉的主要加工地区，

有着丰富的马铃薯蛋白资源，因此本项目所需的主要原料有保障。项目实

施时，将按照生产规模的要求，依据“高质量、低价格”的采购原则购买

马铃薯蛋白，以满足生产的需要，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7.4.2 原辅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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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需主要原料——马铃薯蛋白在省内采购，所需辅辅助材料在保

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就近采购。

7.5 产品质量保证情况

本项目产品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及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1）产品的生产工艺和参数由项目组亲自设定，保证生产工艺科学、

先进及参数准确；

（2）生产所需原辅料的采购、验收、检验由生产质量部专人负责，

确保原辅料的质量符合要求；

（3）成品做到每批必检，不合格产品绝不出公司。

（4）建立生产工序的质量控制点，即在加强一般工序质量控制的同

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方法，对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进行重点控制，保证工

序实时处于受控状态，使成品的合格率尽量达到 100%，主要工作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

a根据有关原则确立工序质量控制点，在工艺文件中编制关键工序控

制点表，列出重要的控制参数和控制内容，并用专用章将关键工序和特殊

工序标识清楚；

b在生产现场设立标识牌，生产主管负责控制点的日常工作，生产质

量部负责监督抽查；

c编制工艺规程和作业指导书，对人员、设备、操作方法、生产环境、

过程参数等提出具体的技术要求；

d工艺文件重要的过程参数和特性值必须经过工艺评定或工艺验证；

e操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工艺纪律，及时进行首检和自检，坚持做好

生产原始记录，由控制点负责人检查确认；

f检验人员必须严格按工艺规程和检验指导书进行检验，做好检验原

始记录，每周报生产质量部；

g质量控制点负责人必须坚持进行日常检查和收集原始记录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

h生产设备、检验及试验设备、工装器具、计量器具等必须处于完好

状态和受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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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八、财务预测

8.1 财务预测简表

财务预测简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 年 第 5年

1 主营业务收入 0 2750 3300 4400 5500

2 税前利润 - 1100 1485 2112 2750

3 所得税 - 142.5 196.5 286.8 378.75

4 净利润 - 957.5 1288.5 1825.2 2371.25

5 毛利润率 - 40% 45% 48% 50%

6 净利润率 - 34.8% 39.0% 41.5% 43.1%

7 研发费用投入 - 300 350 400 450

8 研发投入占收入比 - 10.9% 10.6% 8% 8%

注：1、上表为融资成功后的数据，第 1年为建设期。

2、产品产量以马铃薯蛋白肽（普通食品用）400 吨、马铃薯蛋白肽（保健食品用）100 吨计。

根据目前了解并且可以掌握的市场需求，制定未来几年产品销售计

划：

产品产量预测表 单位：吨

产品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马铃薯蛋白肽（普通食品用） 200 240 320 400

马铃薯蛋白肽（保健食品用） 40 60 80 100

合计 建设期 240 300 400 500

8.2 税收政策情况

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可以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2）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可以进行研发费用确认享受所得税加计扣除

优惠。

（3）企业经过技术合同登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合同可

以享受免征营业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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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九、融资和退出计划说明

9.1 融资需求

在项目运作上，拟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合作伙伴，组建

合作或合资企业，完成本项目的产业化。一期项目投资为 1600 万元，黑

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和研发团队以自身已投入项目的 500 万元及所拥

有的无形资产作为出资，占 50%的股权，投资者以 800 万元现金出资，亦

占 50%的股权。

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6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估算为 1400 万元，

流动资金为 200 万元。

（一）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 2000 平方米生产厂房，主要包括配料车间、种子培养车间、发

酵车间、精制浓缩车间、干燥包装车间、公用工程、化验室（含无菌室）、

办公室等。

购买生产设备，主要包括配料罐、种子罐、发酵罐、离心机、蒸发器、

干燥塔。

（二）建设投资估算

该项目建设投资估算为 1400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1008 万元;

其它费用 280 万元;

基本预备费 112 万元;

（三）流动资金

本项目流动资金估算采用分项详估法估算，核定流动资金为 200 万

元。

9.2 资金构成计划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和研发团队以自身已投入项目的 500 万元

及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作为出资，占 50%的股权，投资者以 800 万元现金出

资，亦占 50%的股权。。

9.3 对股权投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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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表

序号 投资额 出资形式 所占股份比例

1 500 万元 货币/实物 38.5%

2 800 万元 货币/实物 50%

3 1000 万元 货币/实物 55.5%

4 1200 万元 货币/实物 60%

5 1500 万元 货币/实物 65.2%

6 1850 万元 货币/实物 70%

黑龙江省轻工科学研究院和研发团队所持有的股份比例，除黑龙江省

轻工科学研究院以无形资产入股比例不变之外，研发团队所持股份等比例

缩减。

9.4 投资人介入公司业务的程度建议

项目公司依法设立，投资人享有法律赋予的股东应由的一切权利，依

法行使在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力；当公司经营者不能完成董事会确定的经

营计划时或不能完成预先承诺的里程碑计划时，经投资人建议董事会或股

东会批准，投资人可以接管经营权或另外聘请新的经营者。

9.5 投资退出

（1）企业股票公开上市

公开上市是资本的最佳退出方式，它可以使风险投资获得数倍、数十

倍的回报，因而它是投资人所追求的一种退出方式。

（2）协议转让

投资人就可将所持公司的股份进行转让，或由其他公司收购，也可选

择专业性的经纪公司收购股份后再转手卖出。目前，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在

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各地产权交易平台在逐步搭建和扩大，许多交易方式

正在出台和试点，为投资资金的安全退出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3）公司回购

通过回购途径支持投资人资金安全退出。

（4）可转换公司债

根据与投资人协商，超过协商所确定时间后可将股权转换成固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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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公司可转换债券，债期、回报率另行确定。

十、风险分析与控制措施

10.1 主要风险

只要是企业、只要有经营，就会有风险，本项目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

本项目的技术团队已开展蛋白肽研究近二十年，先后研究开发了乳蛋白

肽、大豆肽、玉米蛋白肽产品，在近十年间分别完成了国内首家乳蛋白肽

及大豆蛋白肽的工业化生产，且生产企业亦连续运行了十余年，因此，本

项目技术、生产及产品方面的风险极低，比较容易控制。面临的主要风险

是产品推广应用和市场销售。

虽然我国开展蛋白肽类产品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时间，但规模化生产

的时间仅有十年左右，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品种只有大豆蛋白肽、乳蛋白肽、

玉米蛋白肽、小麦蛋白肽、酪蛋白磷酸肽等几种。近些年开发的蛋白肽类

产品多数为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及药品，开发的普通食品并不多，

蛋白肽的概念对专业人士是熟知的，但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还有有些陌生，

因此，对蛋白肽概念的推广、普及还需要一些时间，蛋白肽产品的市场培

育还需要一些过程，这些因素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个方面的风险是马铃薯蛋白肽的生产技术是否能一直处于国内

先进水平，若是所在行业国内技术的领跑者，利润率相对比较高，但可能

会因应用新技术、新品开发不及时或技术决策失误导致产品市场竞争力下

降，竞争对手先于公司推出更先进的技术及产品超越公司现有的技术及产

品，将使公司产品技术失去领先优势，对公司未来发展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10.2 主要风险对策

近年来生物制品加工行业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技术升级与应用创新

速度比较快，导致产品更新换代快，生产周期缩短。因此，公司必须不断

完善和升级现有技术、研发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以保持竞争优势。同时，

充分的市场调研是研发决策正确的重要基础，公司将充分发挥对蛋白肽类

市场比较熟悉的优势，慎重决策新产品的研发。

10.3 其他风险及对策措施
序号 风险因素 可能出现的问题 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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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风险 政策环境发生变化
应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合作

与协调，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

2 市场和经

营风险

一是市场供需实际情况与预测值发

生的偏差；二是市场竞争力或竞争

对手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三是实际

销售价格与预测价格发生的偏差

加大市场营销和市场策划力度，

明确细分市场，有效地运用多种

信息媒体，建立直接的宣传手段；

选择合理有效的竞争战略，制定

完善齐备的市场营销方案

3 技术风险

指由于技术的先进性、可靠性、适

用性和可得性与预测方案发生重大

变化，导致生产能力利用率降低，

生产成本增加，产品质量达不到预

期要求

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技术作依

托，并加大研发力度，注重新技

术的开发应用

4 工程风险

指由于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

件以及外部配套设施、施工与工期

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程量增加、

投资增加而带来的风险

加大前期工作力度，对有关工程

技术风险进行必要的专题研究

5 投资风险

(1)工程方案变动使工程量增加；

(2)施工技术难度大、资金不能及时

到位使工期延长；(3)各种费率、利

率、汇率、通货膨胀的提高；(4)征

地工程量增加和单价的提高。

对有关物价、汇率和利率等风险

在投资估算和财务效益分析中留

有充分余地，同时在项目执行过

程中实施有效监控。加大成本控

制至关重要，要给予充分重视

十一、项目实施进度及里程碑计划

本项目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第一年：完成项目产业化所必须的固定资产投入及全部工程的建设工

作；

第二年：完成对生产线的试生产工作，达到项目产业化要求，达到设

计产能 40%的生产目标，实现销售 2750 万元；

第三年：达到设计产能 60%，实现销售 3300 万元；

第四年：达到设计产能 80%，实现销售 4400 万元；

第五年：全面达产，产品全面进入销售黄金阶段，年均销售额在 5500

万元。在保持本项目产品技术领先和市场占有率的地位同时，积极投入其

他产品的研发，使公司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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