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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简介

1.1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菏泽嘉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3 年 4 月 7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及销售.

注册地址：巨野县开发区济宁工业园区东环路转盘南 150 米路西

法定代表人：王乾

1.2 主要经营业务

菏泽嘉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综合型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注于从事微生物菌剂及酶制剂的研发生产，以及对土地修

复生物技术的高效利用，所生产微生物菌剂产品，能够有效促进土壤

中微量元素的释放及螯合，减少土壤板结现象，促进团粒结构的形成，

并能改善土壤的通气状况，促进有机质、腐殖酸和腐殖质的生成；微

生物在其繁殖和代谢过程中，可以降解土壤中残留的化肥、有机农药、

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等，降低土壤污染程度，具有在多种极端逆境下

使农林作物正常生长并获得优异的性能。

公司长期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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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

学院的产学研联合和技术指导，其产品在荒漠治理、生态恢复、改良

耕地土壤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有效满足了土地、作物和农民的需

求，并在土地修复、植物保护、肥料添加、饲料添加、城市生活垃圾

及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有着长足的应用和发展。

公司目前拥有独立的微生物实验室、检测室和固体、液体两个生

物发酵生产线，公司专兼职技术顾问均为国家（省级）学术带头人或

学科负责人。公司主营业务为微生物工厂发酵，涉及业务版块如生物

肥料、生物饲料、生物环境治理等均为当前市场重点关注的农业细分

领域，尤其在目前微生物菌剂受规模化农户追捧的当下，公司已以高

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存储了 50 多种菌种和菌剂配方，可用于肥料生

产、饲料生产、生活垃圾和粪污处理等不同产业

在对公司主营的微生物菌剂及其下游衍生生物菌肥产品的效果

进行田间试验时，其改善土地效果明显，并能使出产农作物品质得到

大幅提升，未来公司还将通过持续研发升级，进一步改善产品性能，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有着盈利率高，资金流转周期短，投资回收快的优

势，能够为投资人提供有着足够竞争力的回报。

1.3 核心竞争力

（1）专业的生物菌剂、酶制剂产品研发团队；

（2）与多家科研院校保持着产学研合作与技术指导关系；

（3）主营产品能够调整具体菌种配方以提供不同领域的土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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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污染处理解决方案，对土地改善效果好，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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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确实提升肥料使用效果。各项性能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同时

拥有成熟的产品制备生产能力与充足的产能；

（4）完善的营销渠道与代理网络。

1.4 行业特性与市场机遇

（1）市场规模巨大，在土地生产资料投入的肥料中，微生物肥

料、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剂是主要品种。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推动，

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也将会有更迅速的发展，土地修复和

生物防治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对微生物菌剂的需求量也将迅速增长

（2）行业政策红利尚存，我国坚持耕地红线不动摇，对土壤修

复工作态度十分坚决，由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

壤污染十分严重，政府出台的“土十条”则对耕地修复提出了明确要求，

土壤修复工作刻不容缓，并为相关产业提供了明显的支持与财政补贴。

（3）鉴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未来的土壤污染状态调查、监测

体系建设以及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的投入等将是长期的工作，行

业内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等待释放，同时政策红利对企业有着充分影

响，当下仍处于抢资源、争市场、重点区域分兵而治的阶段，市场机

遇明显。

（4）《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实施，使化肥过量和不合理使用导致

土壤退化的行为被纳入法律层面受到监管，土壤修复和生物防治等产

业进一步成为市场刚需，充分助力微生物菌剂和酶制剂等产品快速打

入农资市场，加速其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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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团队成员

（空缺）

1.6 融资需求

本期计划吸引投资资金 2440 万元，出让约 30%的公司股权。

第二章 市场分析

2.1 我国土壤环境修复产业发展现状

（1）国内土壤污染情况

土壤修复是指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

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

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污

染情况严重，土壤总超标率为 16.1%，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

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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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土壤污染物超标状况

图二：不同土壤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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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我国土壤污染严重省份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特点主要有：

（1）隐蔽性。由于我国多地有着如工业污泥、垃圾农用、污水

灌溉、大气中污染物沉降等污染源，且大量使用含重金属的矿质化肥

和农药或过量使用化学药品等，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且

不易被察觉。

（2）累积性。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容易迁移、扩散和稀释。因

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同时也使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地域

性。

（3）治理周期长，成本较高。许多有机化学物质对土壤的污染

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很难

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

治理周期较长。



11

土壤污染的危害极大，会导致农作物的减产以及农产品品质的降

低，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危害人体健康。而近年来由于土壤污染导

致的安全事件频发，如因土壤重金属污染导致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

湖南省出产的大米镉含量严重超标，“镉大米”一时引发恐慌；加上因

土壤环境严重污染，中国多地频现“癌症村”，河南江苏地区居多。

图四：中国“癌症村”分布图

（2）土壤修复产业发展现状

相比国外同行业而言，我国土壤修复起步晚，且投资力度很小。

但是在土壤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来扶持土壤修复行业发展，发布单位涵盖国务院、发改委、环保部、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政策密集出台，凸显了国家对土壤修复行业

的重视。

目前，我国待修复的污染场地数量非常之多，保守估计超过 50

万块。中国现有土壤修复行业产值达 140 亿元。而我国有待修复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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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污染面积为 3.83 亿亩，土壤修复市场超 4 万亿元，随着国土

资源部提出“保经济增长、保耕地红线”行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因此我们预测“十三五”期间土壤修复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

期。

（3）产业规模

自 2014 年起，政府高频出台土壤防治相关文件，对土壤污染防

治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尤其是土壤污染行动计划（即“土十条”）

提交给国务院后，土壤修复产业大有可为。

短期来看，就我国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多个土壤污染相对严重

地区开展的耕地修复试点情况显示，这些地区耕地修复成本在每亩 3

万-5 万元。以每亩 3 万元成本计算，根据“土十条”所提出的要求，保

守估计“十三五”期间耕地修复市场便接近 2000 亿元。

图五：“十三五”期间土壤修复市场空间测算

长期来看，我国土壤修复行业具有超过万亿市场空间。据有关专

家预测，以农业耕地土壤污染、城市工业用地土壤污染以及矿区土壤

污染三者计算，当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已经达到 130 万吨,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2.5 倍，而我国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 1.36 亿亩。

同时，中国存在大量高风险污染场地：1000 多个农药生产基地，

80 余处总量 600 万吨的金属渣堆放区域，无防雨、防渗措施；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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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遗留场地难以计数。这些棕色地块的污染程度也十分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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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可达 10 米以上，污染强度可超出可接受污染强度标准的 100

倍以上。据统计，我国城市棕色地块至少有 30 万块，直接修复成本

也约达 1.06-4.75 万亿元。

此外，我国废弃矿山的复垦率才达到 10％，需要环境恢复与治

理的废弃矿山面积约 300 多万亩，保守测算，直接治理成本也约达

0.43-1.94 万亿元。

2.2 我国农用微生物菌剂和酶制剂产业发展现状

国家农业部已经制定《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明确要求实现肥料零增长限制政策，提倡大力发展生物菌肥。

而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粮食的“粮食”。但目前存在化

肥过量施用、盲目施用等问题，带来了种植成本的增加和环境污染问

题，亟需改进施肥方式，因此为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品质，减

少不合理投入，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需要大幅度提升生物菌肥的施用率，这也对生物菌肥上游生物菌

剂和酶制剂制备产业造成了巨大的正面影响。

由于化肥过度使用，造成土地板结、肥力下降等问题，但化肥使

用过少又会造成无产出，过多则会加深土地重金属污染程度，而未完

全被土地留住的化肥还可能流入当地河流，造成更为严重的污染。

而微生物菌剂使用后，能够通过菌肥中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借助

其代谢过程或代谢产物，以改善植物生长条件和农产品品质，尤其能

够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素，参与土壤中养分的转化，增加有效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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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激素刺激植物根系发育，抑制有害微生物活动等；尤其是在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治法》颁布并实施后，化肥过量和不合理使用

导致土壤退化的行为将被纳入法律层面受到监管，使微生物菌剂进一

步成为农业种植大户的刚性需求。

我国微生物菌剂目前在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蔬菜经济作物

区推广颇为顺利，在促进作物生根、缓解肥害药害、抑制土传病害、

改良土壤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不错的效果，2018 年我国蔬菜产量超

过 90000 万吨，种植面积在 2230.5 万公顷左右（约合 3.34 亿亩），

如以这一市场进行测算，单位菌剂施用为 1 万元/亩，就是一个超过 3

万亿的巨大市场。

图六：我国蔬菜种植面积增长趋势（万公顷）

2.3 我国酶制剂产业发展现状

酶制剂是指从生物中提取的具有酶特性的一类物质，通过催化加

工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改进和改良产品特性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酶

1998.6

2089.9

2128.9
2155.5 2166.9

2187.8

2230.5

1850

1900

1950

2000

2050

2100

2150

2200

225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5

制剂主要来源于生物体，一般都是从动、植物和微生物中提取的

具有生物催化特性的蛋白质，加工处理后得到的一类生物制剂，其应

用领域十分广泛，涵盖饲料、能源、食品等诸多产业，可以充分降低

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因此深受社会各界重视。

我公司主要生产的饲用酶制剂，能够起到消除抗营养因子，补充

内源酶的作用；以我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饲料累计产

量为 1.93 亿吨，同比增长了 2.1%，以添加率 0.3%计算，平均一吨饲

料中可添加 3 公斤生物酶制剂，那么饲料市场对生物酶制剂所需的市

场空间为 57.9 万吨，以市场价 1KG/15 元计算，那么市场规模约为

86.8 亿元。

2.4 市场发展机遇

（1）对土壤修复的政策支持

“土十条”的发布，在土壤环境保护标准、土壤污染防治规划、产

业政策、环评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将总体目标定位为到 2020

年，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农用地土壤得到有效保护；建设用

地土壤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取得明显成效，土壤环

境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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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我国土壤修复所处的阶段

而伴随着各地对相关土地环保及修复政策的快速响应，土壤修复

产业正式进入成长期，同时在 2014-2017 年，中央政府对土壤治理专

项拨款金额大幅增加，叠加配套的地方财政资金，使土壤修复产业保

持了高速的增长。

图八：中央关于土壤治理的专项资金预算（亿元）

（2）土壤修复市场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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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未来的土壤污染状态调查、监测体系建

设以及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的投入等将是长期工作，市场空间的

释放也是持续的，近两年由于钢铁、化工化纤、造纸、医药、金属制

品等工业企业去产能，工厂搬迁等因素，诸多地块需要进行治理和修

复，随着土十条的发布以及土壤污染防止规划的出台，可以判断目前

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的投入仍处于快速上升期，未来的订单和行业空

间仍然广阔。

（3）生物菌剂迎来新的市场行情

目前随着我国土地规模化种植进程的展开，生物菌剂补充土壤营

养元素，改善农作物品质方面的积极作用已被更多人所知，但是我国

目前生物菌剂年产量约达 2000 万吨左右，而 2016 年，全国农用化

肥消费量达 6000.5 万吨，2017 年国内化肥消费量进一步下降至 5859

万吨，2018 年国内化肥消费量下降至约 5823.2 万吨，化肥使用量虽

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但是依然是生物菌剂年产量的三倍左右。

根据我国农业部资料显示，生物菌剂和菌肥产品在全国累积应用

面积达 2 亿亩以上，但是相对化肥的普及率，生物菌剂仍有极大的发

展空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进一步实行，土地集中种植已成为未来

农业发展趋势，加上以微生物菌剂为代表的微生物肥料被列入国家“十

三五”生物产业发展重点产品；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减肥减药”、“化肥零

增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农业”等国家需求，更离不开微生物肥

料产业的发展，因此微生物菌剂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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