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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摘要

传统的皮草行业一直被人道主义者指责为捕杀过多动物作为原材料。

从 2020 年起，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动物毛皮客观上将出现巨大短

缺。此外，挪威、爱尔兰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禁止皮草动物养殖，

这也加速了传统皮草行业的消亡。

因此，人造皮草仍是维持毛皮业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然而，人

造毛皮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首先，在保暖性和透气性等生物特性

方面，目前的产品与动物毛皮仍有很大差距。其次，目前人造皮草的

生产主要使用化石材料，由于其不可降解和对生物有害的特性，对环

境污染影响巨大。这两大症结导致人造毛皮产业发展缓慢：2020 年，

人造毛皮出口量比 2019 年下降了-25.8%；同年 7 月，人造毛皮

每吨价格比上月下降了-85.2%（Gitnux 2023）。

因此，生物合成皮草的开发将侧重于环境保护、仿生性能、开发及可

回收性和可生物降解等特性。作为一种开创性的服装原材料，生物合

成皮草将解决皮草行业现有的主要痛点，并重新点燃客户对这种最古

老服装材料的兴趣。



2. 产品方法论及专利

全生物合成皮草

生物合成皮草的灵感来源于人造肉，将通过移植动物干细胞来实现。

干细胞是一种未分化的细胞，具有成为多种或所有所需特化细胞类型

的潜能（全能干细胞具有分化为体内所有不同类型细胞的能力，多能

干细胞可成熟为除胎盘细胞外的所有细胞类型，多能干细胞可分化为

同一系中的几种特化细胞类型，而单能干细胞可分化为一种特定的细

胞命运）。由于伦理问题，生物合成毛皮将主要由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s）培育--本质上，多能血液和皮肤细胞已退化至多能状态，

使其能够分化成更多种类的细胞。

作为哺乳动物的一个例子，水貂皮由三个重叠部分组成：下真皮层、

真皮层和表皮层。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细胞组成。具体来说，真皮下

层又称皮下组织，主要由脂质细胞构成；真皮层由细胞外基质（ECM，

纤维和糖胺聚糖）和细胞（主要是成纤维细胞和免疫细胞）组成；表

皮层是分层的鳞状上皮，主要由角质细胞（95%）构成。在哺乳动物

中，这些特化的上皮细胞分为四层（从最内层到最外层）：基底层（或

称胚芽层）、棘层（或称棘层）、颗粒层（或称颗粒层）和角化层（或

称角质层）。每一层都含有处于不同分化阶段的角质细胞，从基底层

的基底角质细胞到角化层的角质细胞。生物合成皮毛的目的是利用

iPSCs 生成所有细胞和组织，并通过有机结合获得所需的产品。

总的来说，通过该种方法合成的新产品将与真毛产品无异，但是又满

足环保和动物福利两大要求。



半生物合成皮草

作为全生物合成皮草的一种变体，全生物合成皮草和半生物合成皮草

在性能、结构以及对动物和环境的影响方面没有区别。半生物合成皮

草结合了干细胞移植技术，只移植下真皮层（部分）和真皮层，然后

通过独特的皮草动物羊毛化工艺获得毛皮的其余部分。羊毛化的概念

源自剪羊毛，即从水貂和狐狸等养殖动物身上收集毛发。由于这些养

殖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它们的毛发（上皮角质细胞）会自然脱落和

更换，继而剪毛或收集毛发不会对动物造成伤害。因此，全生物合成

和半生物合成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效及时性和全态供应链。

就及时有效性而言，它包括两个方面：研发难度和成本。诚然，干细

胞培养理论上可以实现全细胞培养，但随着种类的增加，时间和成本

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羊毛化技术大大节省了研发时间和成本，

最终为加速商业化提供了可能。

如果生物合成毛皮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必须承认，这将对传统毛皮

业的养殖动物和就业造成不可忽视的打击。随着实际毛皮消费量的下

降，现有的养殖动物在短期内将大量过剩。不管是扑杀还是放养，都

将造成伦理或生态方面的巨大灾难。半生物合成毛皮可以为现有的养

殖动物创造新的需求，这些动物的价值已从一次性剥皮变为反复采集

毛发。在就业方面，半生物合成毛皮可以消化旧产业中的大部分劳动

力，因为分拣和将皮质粘合到毛发上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过程。

总之，半生物合成皮草的目标是在尖端技术对现有产业的消极影响和

现有产业结构的稳定性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这是整个计划的重中之



重，也是该项目专利申请的主要内容。

专利

截止 2023 年 8月 10 日，该项目已与浙江省杭州中利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有限合伙）达成合作和委托协议，目前项目专利进入初审且

事务所确认没有相关类似专利。



3. 营销计划

3.1 市场研究

根据 Gitnux（2023）的数据，2018 年全球皮草销售额达到 358 亿

美元。这一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皮草行业仍然是时尚行业的主要参

与者，并且在未来很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地位。

在人造皮草市场方面，由于新冠大流行和俄乌战争的影响，2022 年

全球人造毛皮市场规模估计为 1.768 亿美元，预计到 2028 年将达

到 3.88 亿美元的修正规模，2022-2028 年预测期间的复合年增长

率为 14.0%《2023 年工业研究》。

生物合成皮草作为一种创新产品，是真皮皮草和人造皮草的良好替代

品。由于该产品仍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因此很难说市场规模会有多

大，但考虑到竞争者规模，保守估计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且不断

增长的蓝海产品。

3.2 定价定位

生物合成皮草的定位定价策略制定主要受市场调查和投资者访问两

方面影响。

根据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成都，重庆六个省份（中国奢侈品

消费力 10强省份）问卷调查，受访者普遍可以接受这一概念下的新

型皮草，但是 9成人士对于这一概念的新型皮草不能接受任何溢价



（必须比真毛便宜）或仅能接受与真皮皮草类似的售价，仅 1成人士

愿意为生物合成皮草的溢价买单。因此在消费者的先觉层面，新型的

生物合成皮草需要是一种普惠性的，更具性价比的真皮替代材料。

根据研发团队以及时尚行业相关专家的对话访谈，由于技术特点研发

成本等客观因素限制，生物合成皮草在现阶段或量产初始阶段将会是

一种造假昂贵，同时独树一帜的产品，因此项目团队本身倾向于与一

些奢侈品牌定向合作，把生物合成皮草打造成一种昂贵小众的科技环

保产品，仅服务于奢侈品牌的VIP 客户。

鉴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所导致的不同定价定位计划，生物合成皮草

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和团队论证来敲定最后策略，但无论是小众还

是大众路线，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合成皮草所带来的技术革新一定会

创造丰厚的价值。

3.3 目标客户

根据上述市场定位和定价策略，以下是客户模板：

硬性指标 软性指标

年龄: 25-60 兴趣：科技产品/生态产品

区域: 发达国家或国际性城市居

民为主

爱好: /

性别: 男女不限 价值观：环境保护主义/动物保护

主义

收入: 中高收入人群 行为: /

教育: 高等教育者为主 态度：支持科技创新



3.4 竞争对手

Mansion/0

这是由 LVMH 与中央圣马丁合作的项目，自 2017 年以来一直致力

于解决 "再生奢侈品 "的这一课题和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其实验室培

育的毛皮已成功在酵母中生产出水貂角蛋白，目前正与 Fendi 和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 Tom Ellis 实验室一起进入项目的第二阶段：纤维

开发。

作为目前市场上唯一的潜在竞争者，Mansion/0 在采用与全生物合成

方法论类似的方法，与此同时他们的进度会快上 1-2 两年。然而，除

了半生物合成皮草与全生物合成皮草相比的优势（第二章节）之外，

本项目最大优势比起Mansion/0 在于聚焦。由于多方合作和雄心勃

勃的目标，他们的研究没有实现聚合焦。他们的研究目前强调合成更

多的动物毛发（角蛋白），如马海毛或羊绒，甚至是用长毛猛犸象基

因组制成的毛皮。

因此，半生物合成皮草是一个重点更突出、商业前景更广阔、与当前

皮草行业更密切相关的项目。

经济情况: 财务宽松或自由 生活偏向: 绿色生活/科技创新倡

导者职业: /



SWOT分析

优势

1.独角兽项目

世界上最新的皮草技术，具有颠覆整个

行业的潜力。

2.权威合作

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度合作。

3.广阔的市场

保守估计，市场规模达数百万美元，而

且还在不断增长。

弱点

1.产量稀少（成本高）

第一阶段的实验室产品不可能降低成

本。

2.商业化困难

和相关技术合成的人造肉一样，从实验

室到商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销售与利润的矛盾

由于产品开发成本高，市场拓展和利润

保持目前难以兼顾。

机遇

1. 传统毛皮业的再发展

生物合成裘皮可引导传统裘皮业稳定

转型，重新激发客户兴趣。

2.新的就业机会

半生物合成裘皮在起步阶段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因此可以将大量旧的就业

岗位转移到新的产业。

3.技术创新

该产品以技术为基础。

威胁

1.成熟的竞争对手，Mansion/0

与时尚巨头合作的同类型项目已经启

动。

2.廉价人造材料

在以价格为导向的市场中，廉价的合成

材料继续影响着市场。



4. 执行计划

4.1 合作

研发

生物合成皮草将与 KC LAB 深度合作，Chandran 博士及其团队已

承诺参与该项目并联合哥伦比亚大学其他相关实验室开始实施预计

为期 2 年的项目研究。Kartik Chandran 是地球与环境工程学教授。

Chandran 的研究重心是通过了解和利用微生物群落的生化潜力和

新陈代谢，开发适当的技术来满足全球环境和社会需求。KC LAB 是

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生物工程实验室，能够确保生物合成毛皮的顺利

实施和最终产出。

生产

欧菲亚皮草有限公司已合作授权未来量产对接以及后续在大陆的研

发实验落地，欧菲亚皮草有限公司原是中国皮草行业质量最稳定的代

工之一，拥有超过 25年的皮草行业（真皮成衣及配饰）生产经验，

目前是中国所有线上高端皮草品牌的指定生产商。

与此同时，和欧菲亚皮草有限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的应大集团也在积极



商议参与到本项目中，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达成协议，保证该项目在政

府政策层面的潜在优势和规模化生产的技术经验支持。

4.2 地点

生物合成皮草的研究和开发主要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行。

未来的商业化和大规模生产将在中国宁波进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

真皮皮草和人造皮草生产基地。

整个项目的营销中心目前设在英国伦敦，旨在辐射皮草市场购买力最

强、面料技术最先进的欧洲大陆。



4.3 人员

顾鸿斌

项目概念设计师、创始人兼传播总负责人。中央圣马丁应用想象硕士。

擅长市场营销和组织工作。丰富皮草行业经验（家庭原因）：熟悉原

材料、服装生产等各个环节的运作。对现阶段生物合成皮草的进展和

成果有清晰的认识和绝对的掌控。

周康哲

项目技术总顾问，研发方向总指挥。哥伦比亚大学地球与环境工程硕

士/博士在读。作为生物技术和环境工程的深入研究人员，周康哲是

项目与 KC LAB（Kartik Chandran）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负责

技术交流。

李畅

项目财务总监和战略顾问。牛津大学金融经济学硕士。项目执行策略

层面的指导者。



5. 融资及承诺

受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各方的技术论证会影响，截止 2023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该项目的合作明细及协议还未完全确定，因此项目总投资

与各项细节本计划书无法展示。秉持对相关利益各方负责的态度，目

前项目书不发起融资请求，若对项目有意向者可以通过邮件与项目团

队保持联系，得知项目最新进展，敬请期待，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