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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多维空间资源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专访多维空间资源学创建者蔡一鸣研究员

吴明华

当前形势下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地方经济的问题，是道难

题。解决这个难题的要点在于要确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形势究竟是一个什么形势？从发展角

度来看，应对正在不断变暖的气候，应该是最重要的形势。

那么，我们又如何应对气候不断变暖的形势呢？为此，就优

化经济结构，利用深度空间资源，应对气候变暖，通过产业

转型，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议题，记者专访了浙江舟山群岛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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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研究中心海洋资源与多维空间研究所所长、舟山市港航

和口岸管理局研究员蔡一鸣。

一、地方经济发展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化学”变化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6 月、7 月全球气

温已打破历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南极和北极的冰山融化速度

加快。世界各地热浪滚滚，极端气候不断出现，如“利奇马”

台风。与此同时人们也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抛弃粗犷的不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对气候变暖。据报道，IPCC 最新报

告表明，全球气温升高有望在 2040 年左右突破 1.5 度大关。

如果温度多上升 0.5 摄氏度，北冰洋夏季无冰的可能性陡增

10 倍，海平面将多上升 10cm，99%以上的珊瑚也将消失殆尽。

突破 1.5 度将会引发不可逆转的、更大的环境灾难。

蔡一鸣介绍，在资源与环境严峻形势的压力下，技术进

步形成的可再生能源经济性提高，智能电网不断普及，时代

正悄悄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8

（CREO 2018）的报告，未来 10 年中国将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每年约 80-160 GW，新增风电装机每年约 70-140 GW。到 2050

年，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深度空间能源）将取代化

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系统的绝对主力。发达国家中已有挪

威，瑞典，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已超过

或即将超过 50%。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新能源经济有

望在未来的 20 年内至少会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

重要的主导地位。新能源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形势虽然喜人，

但由于环境问题长期积累，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依然十



分严峻。

二、资源的多维利用和产业的深度优化是发展切入点

在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产业转型，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这

一议题上，针对是否可以联系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具

体介绍一些经济见效明显的产业优化（深度空间资源）投资

项目的问题。蔡一鸣认为，“产业升级转型往往也意味着对

拉动经济，促进地方经济繁荣有着更多的机遇。值得关注开

发的项目不少，这里仅举二例。”“1、成立建设碳交易市场，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有着较大的市场潜力。2018 年浙江舟山

油品交易额在国内名列前茅，风能、太阳能发电量浙江舟山

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在碳交易中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分别

属于卖方和买方市场。作为卖方市场的化石能源，在碳交易

过程中，委托成熟的碳交易公司作些策划，能起到好的理财

作用，节约成本，开源挖潜。2、氢能源实现“零排放”，可

用于车辆动力，也可用于船舶动力，还是用于新能源储能发

电的理想能源；是其他新能源使用的理想的补充能源。国内

外在前期开发研究中都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在储能发电和船舶动力利用上显然有很大的市

场优势。若能争取国家能源局或联系国内外、省内外相关研

发单位，在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试点研发地区，建立合

作关系，一旦产品成熟，便可率先得到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多维空间资源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上看优化深度空间资源经济结构的

问题就会发现：以产业转型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可归



纳到多维空间资源学应用理论里面。目前多维空间资源学应

用理论在深度空间资源利用，或者说在地缘政治、经济领域

的深度空间控制权的具体实践中尚有许多值得深化研究的

空间。其中，最主要是对优化经济结构、产业转型和拉动地

方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因此，有关经济部门应着眼长远、前瞻未来，在新的形

势下创新发展。在应对气候变暖，优化经济结构、拉动经济

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要根据新的发展趋势，切切实实摸清

“家底”，明确发展目标，避免落后被动。通过产业转型、

科技创新等手段，重视提升我国经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识变、应变和求变的能力。面对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的变

化，首先要练好定力，做好分内之事。另外，国家有关部门

要从政策和行动上支持省市级智库、相关研究机构开展绿色

经济建设、优化经济结构和发展先进产业的专项研究，包括

新学科、新理论、新规则的研究。通过理论创新，为我国绿

色经济发展、优化深度空间资源经济结构、拉动地方经济发

展，在制度、技术和理念层面的创新导向，提供鲜明的理论

指导和智力支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一旦实

现，定能赢得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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