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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与光？
这次太平鸟在搞什么？

这个秋冬，“国潮”太平鸟又有新动
作。

早前，太平鸟称“将开启一场与运动
的全新对话”，勾起不少潮流人士的好奇
心。8月31日，太平鸟称，将推出主题为
WE ARE PEACE CREW的全新运动
时装系列，重磅推出AIRxPEACE、SPCN
两条产品支线。

得年轻人者得天下。一直以来，太平
鸟都以成为“中国时尚青年首选品牌”为
目标，积极拥抱年轻群体，传递青年文化。

9月6日，太平鸟首个新品走秀实录
吸睛无数。尤其是“暗与光”的结合，不仅
进一步强化了模特身上特有的“自信、个
性”标签，更是表达出“Z世代”青年的蓬
勃活力，与太平鸟品牌宣扬的多元化精神
完美契合。

“AIRxPEACE系列以运动为基础，
开启跨界之旅。”太平鸟透露，AIRx-
PEACE首发系列从现代拳击运动中汲取
灵感，简洁而清醒的黑白灰撞色系，与一
招制胜“K.O”主题图案配合，将力量感的
阀门释放，同时把控着凌厉而点到即止的
时尚锋芒。“每件单品的设计表达，都迸发
出向上的精神力量，鼓舞开拓与追随自己
的运动乐趣，以自由的穿搭释放真我。”

据悉，作为太平鸟全新的时尚轻运动
支线，AIRxPEACE融合了不同领域专业
运动品牌文化基因和创造力量，为传统意
义下的运动服饰赋予了全新表达——无
性别主义。“我们希望AIRxPEACE在都
市轻运动穿搭方式中，不断突破时尚、运
动、生活的场景界限，创造出新的平衡。”

不仅是 AIRxPEACE，在走秀实录
中，太平鸟还解密了另一个时装轻运动支
线SPCN。

SPCN原意为SUPER CHINA的缩
写，不难看出是对中国设计的自信。
SPCN支线一方面表明了太平鸟探索时
装更多可能性的决心——敢于拥抱变化，
打破传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与多
元文化融合碰撞，让时尚释放出旺盛的年
轻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太平鸟作
为中国品牌，对新时代下中国设计、中国
力量更包容、更自信的心态和品牌价值
观。

本季SPCN系列产品覆盖多场景穿
搭需求，无论你身处户外休闲场景，还是
正式场合，均可轻松驾驭。“SPCN注重的
是‘场上+场下’无缝转化穿搭模式，运动
不止在运动场，也在潮流场。”太平鸟表
示，传统运动的定义已不再适用，我们相
信，服饰也将担负起打破运动固有印象的
使命。这两款新系列希望给大家多一个
表达对运动自我理解的权利。记者 谢斌

资料显示，健世科技成立于
2011年，位于宁波前湾新区，致力
于开发治疗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
产品，研发出针对三尖瓣疾病、主
动脉瓣疾病、二尖瓣疾病及心力衰
竭等一系列结构性心脏病的治疗
解决方案。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全球结
构性心脏病的患病率不断攀升。
但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寥寥无
几。如近年来常见的三尖瓣返流，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资料，2021年，
全球患者超5170万名，其中930
万名在中国。而创伤小、痛苦少、
恢复快的介入手术尚处起步阶段。

健世科技的核心产品——第
一代经导管三尖瓣置换系统
（LuX-Valve），正是心脏瓣膜微创
介入治疗领域的创新成果，填补了
国内空白，有望成为全球首批获准
商业化的经导管三尖瓣置换产品
之一。预计2023年下半年，该产
品将取得国家药监局的商业化批
准，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目前，健世科技共有10款在
研产品，其中“明星产品”LuX-
Valve、Ken-Valve（经导管主动
脉瓣置换产品）处于确证性临床试
验阶段。此外，健世科技还有2款
产品处于可行性临床试验阶段，3
款产品处于可行性临床试验准备
阶段，3款产品处于临床前阶段。

不过，由于医疗器械行业研发
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特殊性，目
前健世科技尚未获得盈利——
2020年、2021年、2022年上半年

分别亏损2.997亿元、5.007亿元、
0.735亿元。其中，2021年，其研
发、行政开支分别高达2.65亿元、
2.39亿元。

尽管如此，各路资本依然看好
健世科技巨大的潜力。去年5月，
健世科技完成数亿美元C轮融资，
投资方包括高瓴创投、春华资本，
还获得中金浦成、国寿大健康基
金、辰德资本等知名机构青睐。健
世科技也因此荣登胡润《2021全
球独角兽榜》，成为宁波3家上榜
企业之一，估值达80亿元。

高瓴创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
械负责人易诺青表示，健世科技具
有极强的研发创新和医工结合能
力，原创的介入三尖瓣置换系统为
全球首创产品，临床试验和注册进
度领先。健世科技在结构性心脏
病和心衰领域有丰富的产品布局，
有望成为结构性心脏病综合解决
方案平台。

在获得数亿美元C轮融资后，
健世科技分别于 2021 年 6月 21
日、12月21日先后两次向港交所
主板递交招股文件，并于2022年9
月7日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表。9
月15日，健世科技终于通过上市
聆讯，迈出冲刺IPO的关键一步。

不过，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的
开始，健世科技仍需面对诸多挑
战。“未来业绩增长，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能否成功开发新产品及商业
化。”健世科技称，要想顺利完成新
品临床开发、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实现市场准入，仍任重道远。

宁波
“独角兽”
通过港交所
上市聆讯

近日，宁波资本
市场迎来两件喜讯。

9 月 15 日，估值
80 亿元的医疗器械
“独角兽”企业——宁
波健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健世
科技）通过港交所上
市聆讯，中金公司、花
旗为联席保荐人。这
意味着健世科技可正
式准备招股。宁波的
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有望增至16家。

同日，宁波新三
板上市公司、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新芝生物也发
布了北交所上市招股
说明书，9月 20 日开
启申购，发行价15元/
股。宁波将新添一家
北交所上市公司，A
股宁波“天团”将达
111家。

宁波上述两个资
本市场“新宠”均聚焦
生物医药赛道，而这
一领域恰是宁波产业
结构中相对薄弱的短
板。这是宁波战略性
新兴产业“强链补链”
的积极信号。

在健世科技迎来喜讯之际，宁
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芝生物）也即将上市。这
是宁波第一家成功过会、即将登陆
北交所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也将成为继球冠电缆从
新三板精选层“平移”后第二家登
陆北交所的宁波企业。

资料显示，新芝生物位于宁波
高新区，是一家为生物医药、医疗
卫生、IVD、生物安全、食品安全、
疾病预防与控制、检验检疫、环境
保护及新材料研究等诸多领域提
供相关科学仪器的高新技术企业。

新芝生物研制的超声波细胞
粉碎机、高压气体基因枪等产品，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高压气体基因枪填补国内
相关领域空白。

疫情以来，在建设“健康中国”
背景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

物医药，日益成为各大城市关注的
焦点。目前，宁波生物医药相关上
市公司有美诺华、美康生物、戴维
医疗、天益医疗、三星医疗。

近年来，宁波生物医药行业频传
喜讯，在生物分析、生物工程、体外诊
断等关乎民生健康的领域取得融资
突破——凭借国际一流的大分子生
物分析实验室，熙宁生物累计获得3
亿元融资；酶赛生物围绕酶的定向进
化技术搭建合成生物学平台，已获得
C+轮融资；聚焦体外诊断的海尔施
基因、专注智慧病理的江丰生物均获
得数亿元C轮融资……

据《宁波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发展规划（2021-2025年）》，宁波
力争到2025年，生物医药核心产
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培育形成2
家年销售额超100亿元企业、5家
年销售额超50亿元企业、5家上市
企业。 记者 严瑾

宁波补强生物医药短板

医疗“独角兽”的前世今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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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
入及其强度，是国际上广泛使用、衡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投入规
模及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监测我
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

“去年，我市R&D经费投入总
量继续保持全省第2位；R&D经费
投入强度则下降一个位次，位列全
省第5位。”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全市R&D经费投入（以下
简称研发投入）突破400亿元，达
402.7亿元，同比增长13.5%，增速较
上年加快4个百分点，但低于全省平
均2.5个百分点。

从全省范围来看，2021年，全省
研发投入为2157.7 亿元，杭甬“双
城”占了一半。其中，杭州为667亿
元，宁波为402.7亿元。研发投入最
少的是舟山市、丽水市，均为34.1亿
元。

如果说研发投入比拼的是“硬
实力”。那么，R&D经费投入强度
（以下简称研发强度）则衡量着一个
地区的“意志力”——把多少资源用
于科技创新。

去年，浙江研发强度超3%的城
市仅有3个，分别为杭州（3.68%）、嘉
兴（3.3%）、湖州（3.12%）。宁波研发
强度为2.76%，居全省第5位，较上
年下降0.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0.32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省0.18个百分
点。

不过，从近5年数据来看，宁波
研发强度呈现稳步提升趋势——
2017年提升0.08个百分点，2018年
提升 0.11 个百分点，2019 年提升
0.13个百分点，2020年提升0.15个
百分点。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研发
投入超10亿元的行业大类有9个，
分别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8.8
亿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56.8 亿元）、汽车制造业
（41.1 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37.3
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26.1亿元）、
仪器仪表制造业（17.6亿元）、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6.6亿元）、金
属制品业（14.8亿元）、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12.4 亿元）。9大行业合计研
发投入占比高达85.7%。

2021年，宁波研发投入位居前
三的区（县、市）分别为慈溪市（73.2
亿元）、鄞州区（70.5 亿元）、北仑区
（58.6亿元）；研发强度超过全市平均
水平的区（县、市）分别为余姚市
（3.54%）、慈溪市（3.07%）、江北区
（3.02%）、鄞州区（2.82%）、宁海县
（2.81%）。

宁波
科研投入
哪家强？
哪个领域
成热点？

在经济发展中，
创新驱动越来越成为
主战略。

近日，宁波市统
计局公布的 2021 年
宁波R&D（研究与试
验 发 展）经费投入及
其 强 度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宁波研发投
入保持稳步增长，但
研发投入强度（R&D
经费与 GDP 之比）略
有下降。

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院
校等是R&D活动的执行主体。数
据显示，2021年，各类企业R&D经
费达368.2亿元，同比增长13.6%；
政府属研究机构R&D经费为24.1
亿元，同比增长 15.0%；高等院校
R&D经费为 10.0 亿元，同比增长

6.6% 。 三 者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91.4%、6.0%、2.5%。

宁波技术创新渐趋活跃，但科
研资源与一线城市相比较为匮乏。
为补齐短板，近年来，宁波拿出“硬
核”大礼包——丰厚的物质报酬、宽
松的创新环境、更完备的产业链基
础、更优质的营商环境等，吸引外地
科研院所等主体入驻，持续提高研
发创新实力。

从企业主体来看，上市公司公
布的资料显示，去年，宁波A股上市
公司合计投入研发费用148.16 亿
元。其中，主营智能驾驶系统、汽车
安全系统的均胜电子，以23.47亿元
的研发费用领跑“宁波军团”，占其
营收的5.14%；光伏企业东方日升以
8.60亿元的研发投入位列第二，杉
杉股份居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宁波研
发成果持续涌现。

数据显示，2021年，全市专利授
权量72390件，同比增长19.5%。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量7819件，同比
增长46.4%。截至去年末，全市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8289件，同比
增长25.3%。全市PCT专利申请量
667件。6项专利获第22届中国专

利奖，其中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专利获外观设计金奖。

企业专利申请量质齐升。2021
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发明专
利2.29万件，同比增长30%。拥有
发明专利的高新技术企业达2521
家，同比增长17%。目前，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已超3900家，成为全市最
大的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群体。

市统计局表示，尽管宁波研发
投入保持较快增长，但仍存在研发
投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不过，有短板，就有前进的动
力。去年发布的《宁波市科技创新

“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宁
波力争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研发强度）达到3.6%，基
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达到
5%，技术交易额达到450亿元。

为此，宁波将从关键核心技术
攻克、创新平台打造、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人才
培育提升等方面全面发力，并重点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登峰”“前沿引
领技术2035”“重大场景应用”三大
计划，为宁波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陶玲玲

不同执行主体R&D经费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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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发成果持续涌现

研发投入全省第二 2021年浙江省及各设区市R&D经费投入情况

2021年宁波各区（县、市）R&D经费投入情况

新芝生物的超声波细胞粉碎机。
据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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