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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脑机接口”项目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1月 18 日，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许

科帝先生等合作方共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共同出资设立“脑机接口”

项目公司。“脑机接口”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 万元，占比 40%。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20 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参股设立 “脑机接口”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一、进展情况 

2021 年 2 月 8 日，“脑机接口”项目公司已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并取得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杭州博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KDWA27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 A幢 1楼 1064室 

法定代表人：马三光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 02月 08日 

营业期限：2021年 02月 0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博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任命许科帝先生担任总经理职务，许科帝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http://www.cninfo.com.cn/


二、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博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公司“脑机接口”合作项目开始

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如果项目合作进展顺利，“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服务领域

得以推广应用，则有助于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公司突破现有

业务的发展瓶颈、实现业务发展赛道的进一步提升。 

本合作项目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脑机接口”相关技术的研究对象较为特殊，技术门槛相对较高，现阶

段国内外从事“脑机接口”相关技术的研发团队和机构数量相对较少，目前仍处

于科研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可行的技术路线。因此，本合作项目在技术研发

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2、“脑机接口”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需要持续不断地充实、增强

科研团队和商业运营团队。因此，本合作项目可能存在由于人力资源不能有效匹

配，导致项目难以取得有效进展的风险。 

3、“脑机接口”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需要持续不断地资金投入。

本合作项目当前的资金投入，仅能解决项目初期的启动资金需求。因此，若各合

作方在项目后续发展过程中难以提供持续、有效的资金投入，也未能引入新的

投资方解决研发和商业运营的资金需求，则可能导致本项目陷入发展停滞甚至

项目失败的风险。 

4、“脑机接口”相关技术属于前沿技术领域研发，目前产业生态链和商业

模式均尚未形成。因此，本项目存在技术研发成果难以进行有效转化、商业运营

风险较高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杭州博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2月 9日 



附件： 

 

许科帝先生简介：39 岁，现任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教授，兼职受聘于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康复工程分会委员，中国康复

辅助器具协会康复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2010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师从郑筱祥教授从事心血管和神经系统

定量生理的研究。2012 年 9 月加入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围

绕双向闭环植入式脑机接口的开发与应用，研究成果包括基于光、电刺激的感知

觉反馈技术、双向闭环神经调控方法研究及器件开发，基于植入式脑机接口的运

动功能控制与重建技术，参与完成国内首例运动皮层植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转化

工作。相关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和教育部博士点

基金等多项基金的资助，参与了 973项目、863 计划、十三五重大专项、国家自

然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仪器专项在内的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学习和工作

期间累计发表 SCI和 EI收入论文 6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35篇。

作为团队主要成员获得教育部 2016 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吴文

俊人工智能进步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