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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三博脑科脑机精准医学 

联合研究中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为不断提高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脑电及脑机接口方面的技术及科研水平，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三博”）拟与清华大学展开合作，双方将成立“清华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三博脑科脑机精准医学联合研究中心”，同时为保证该

项目运作的经费需求，北京三博拟以自有资金三年内向清华大学累计提供经费

1,500 万元人民币。 

2、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脑机精准医学联合研究中心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背景及合作方 

针对中国庞大的老龄化人口以及神经系统疾病高发的国情，脑机融合技术

被视为解决诸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关键技术之一。

脑机融合技术对于国家提升神经疾病诊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减轻社会医疗负担以及在脑机接口的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都具有

重要的战略价值。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在脑科学和脑疾病诊疗技术领域具有丰富和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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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的研究基础。在神经工程领域，使用脑电、颅内脑电、功能性磁共振、脑磁

图、光遗传学等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方法体系，研究大脑功能网络的动态

连接特性和组织机制，并在脑机接口的机制研究和通讯速率研究中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基于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进行一系列脑疾病精准诊

疗技术的研究，包括应用于脑疾病早期诊断和病情评估的生物标记物的发现，

微创手术导航机器人、神经调控装置等微创介入与治疗技术研究，如分子影像、

功能磁共振成像、光学成像等生物医学影像技术，支持脑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

疗。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在脑科学相关领域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

理工大学等建立长期合作，并承担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 

基于上述原因，北京三博与清华大学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

在脑科学和脑机精准医学技术研究应用领域，充分利用清华大学的学科优势和

人才优势，结合三博脑科在脑疾病领域的临床优势，联合成立“清华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学院）-三博脑科脑机精准医学联合研究中心”。 

三 、合作方情况介绍 

合作方名称：清华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00624D 

法定代表人：李路明 

开办资金：184,219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哲学类、经济

学类、法学类、文学类、历史学类、理学类、工学类、医学类、管理学类、艺

术学类学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教育学类学科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与学术

交流。 

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清华大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单位：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

科医院） 

乙方：清华大学（具体承办单位：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1、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目标 

聚焦脑机精准医学技术创新和临床转化，在脑疾病大数据、脑疾病建模与

计算和脑疾病精准诊疗新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并推动临床转化，打造中国最

先进的脑疾病精准诊疗和脑健康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2、为保证联合研究中心项目运作的经费需求，经双方协商，北京三博拟三

年内向联合研究中心提供经费 1,500 万元，分三期付款，上述金额将全部专项

用于联合研究中心项目，经费支付安排如下： 

期数 经费支付安排 

第一期 于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支付第一年经费 6,000,000 元（大写：陆佰万元整） 

第二期 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第二年经费 5,000,000 元（大写：伍佰万元整） 

第三期 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第三年经费 4,000,000 元（大写：肆佰万元整） 

乙方提供人力、技术，负责落实联合研究中心的场所等（场所在医学科学

楼内）。 

3、知识产权归属 

（1）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前，甲乙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归原持有方。如任何

一方使用另一方已有技术成果，双方需另行签署技术许可合同。 

（2）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后，甲乙双方在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形成的知识产权

为： 

【1】由一方独立完成的，成果归完成方，另一方享有免费普通使用权； 

【2】由双方共同完成的，成果归双方共有。未经一方书面许可，另一方不

得以任何方式转让给任何第三人或单独申请专利。共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排序

依贡献大小为据；以共有知识产权申报科技奖励时，原则上清华大学教师为第

一完成人，清华大学为第一申报单位，如有特殊情况，由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3】由一方科研人员独立完成的学术论文，署名权由完成方确定。由多方

科研人员共同书写完成的学术论文，由双方协商、共同署名。 

4、人员管理 



（1）联合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由清华大学和三博脑科派员组成。 

（2）联合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应遵守派出单位和联合研究中心的管理规定。 

五、本次合作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北京三博与清华大学强强联合，可以为公司在脑科学方面的基础研

究建立强大的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本次合作有利于不断提升公司在疾病的发生

机理的认知水平和诊疗技术水平，进一步强化公司在脑科学诊断、治疗、评估

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扩大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促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不影响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2、本次技术合作研究尚需一定的时间周期，同时考虑到技术转化等因素的

影响，后续研究中心运行过程中，相关技术合作开发研究能否取得成功并使用

在临床医学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且相关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过程存在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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