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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新：合成生物学让“天坑”变“良机”
因丁思月

院士之声

近日，2023 年上海合成生物学创

新战略联盟年会暨新发展论坛在沪举

办。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名誉院长、微生物

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子新出席

并讲话。他表示，中国发展合成生物

学有优势也有劣势，只有发挥优势、

补足劣势，才能取得长足发展。

合成生物学为生化环材
带来新机遇

“当时考大学的学生进生物专业

最难，但现代生物产业出口不大也不

强，毕业生出路堪忧，所以后来有人

说生（物）、化（学）、环（境）、材（料）是

天坑专业。”对此，邓子新认为，合成

生物学为这四大专业带来新机遇。

“合成生物学的重点恰恰就在这几门

课，这几个专业的天赐良机来了。所

以不怕找不到好工作，关键是能不能

做出好的成果。”

据悉，合成生物学是继“DNA 双

螺旋结构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计

划”之后，以工程化的手段设计合成

基因组为标志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

命”。它深度融合了分子和细胞生物

学、工程学、生物化学、信息技术等多个

尖端科学，打破了生命发生与进化的自

然法则，不仅开拓性地提升人类对于生

命的认识能力，而且对揭示生命起源和

探索生命活动基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合成生物学正在引领新的科技革命浪

潮，是全球战略布局的新兴重点领域，

将为满足人类健康、绿色低碳、生物安

全等需求提供颠覆性技术，为生物经济

飞跃发展提供重要支柱。

“这门学科要求我们用全新的视

野抓住社会的需求，把各门科学知识

和信息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一些优

质高效、经济环保的产品，如果这些

产品尚未生产出来，要通过一些手段

使其得以生产。”邓子新说。

2023 年全球合成生物学方面投

融资呈下降趋势，表明投资走向理

性、精准之路。2023 年第一季度，全球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初创公司筹资约

28 亿美元，是过去三年来同期最少的

一个季度。2022 年全年全球初创公司

的融资为 103 亿美元，比 2021 年减少

115 亿美元。

近年来，合成生物学在中国深受

重视。从“十三五”（2016—2020 年）开

始，合成生物学被列为中国战略前瞻

性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共性生物技

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其发

展。《“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

出，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生物经济

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然而，现阶段中国的合成生物学

发展基础相对较弱，且基础理论研究

领域还有发展空间。“国外的生命科

学发展得确实好一些，毕竟他们积累

的时间长，而我们相当长时间都是在

追赶，这两年我们在跑步，跟他们的

距离在不断迫近。”邓子新说。

培养综合型人才
推动合成生物学发展

邓子新介绍，从宏观看，中国合

成生物学似乎在化工方面和环境方面

发展更多，“这是因为我们原来的产

业结构和产业基础方面跟人家不一

样，发达国家重在下游精细的加工、

制造、包装和应用的细分方面，在大

健康各个领域的基础比我们有优

势”。他表示，现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

业的发展不应再局限于原料生产，

“我们也应发展后期的精细制品，对

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复配，对短板进

行补充，形成成熟品牌化的药物、化

妆品、保健品或健康食品”。这就需要

颠覆原先的生产方式，实现产品的更

新换代、产业的升级转型。

此外，他还指出我国合成生物学面

临的另一瓶颈———缺乏创新。“我们原

始创新的研究较少，基础理论总体上较

为薄弱。合成生物学需要从海量的数据

库里找基因蛋白调节的原件，因为数据

库的‘库存’太少、总有用完的时候，所

以数据库的原始创新不能停止。”

在他看来，无论是实现不同学科

的整合，还是实现合成生物学的原始

创新，最终都通过人才和交叉互补的

专业化团队，及其与现有产业的密切

对接补足短板。

因此，“人才”是邓子新多次提到

的字眼。关于发展生物医药，他认为，

生化环材这四大专业的人才是合成生

物学的人才基础，只有注重培育观察

力、想象力、创新能力都非同寻常的

综合性人才，才能推动合成生物学发

展。“各门学科的知识不是孤立的，今

后的人才培养更要注重综合性、更敏

锐和更有创造性的哲理思维。”据此，

他认为，当下并非要改变人才结构，

而是要改良相关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

模式。

此外，邓子新认为，合成生物学

的人才尤其需要交叉融合的理念，能

够把各门科学从基础到运营都打通，

敢于向前迈半步，让基础理论得以生

产和应用。

邓子新指出，中国发展合成生物

学具有举国体制、科学家储备量大、

团队科研体系健全、应用场景广泛、

生物和医疗资源都很丰富等多重优

势，因此他对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有信

心。“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优劣后，我想

用不了多少年，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

就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会

成为医药生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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