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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多维空间资源学”推广为世界一流学科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时代的浪潮里。新时代里，新事物、

新问题、新观念层出不穷。旧的学科体系又怎能解决新的时

代之问？所以现在也是一个需要创建“新学科”的时代。那

么新时代里的中国究竟应该创建什么样的新学科以及形成

怎样的学科体系呢？这是学术界目前要关心的重点问题。为

此，专访了多维空间资源学创建者、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

浙江舟山群岛研究中心海洋资源与多维空间研究所所长蔡

一鸣先生。而他就新学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多维

空间资源学将会是未来发展的潮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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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维空间资源学是一种对资源的多维空间理解

根据蔡一鸣介绍说，多维空间资源学属于前沿新学科。

它把资源利用的特性与自然科学、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有机

地联系起来，并全部赋予并行的相联系的时间维；这是对当

今人类发展环境生态、地缘政治、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的独

到见解和应对之策。所以，多维空间资源学，既是基础理论，

又是应用理论。且该学科理论在近十年前提出的应用理论的

主要内容：深度空间资源利用的实践和如今可持续环境、地

缘政治及经济的发展都表明它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二、“海洋开发”新理论是多维空间理论的体现形式

蔡一鸣撰写的前沿学科著作《多维空间资源学》中把“海

洋开发”的广度和深度空间理论作为“多维空间资源学”的

主要理论来体现。他给“海洋开发”广度与深度空间的定义

是：广度的海洋空间资源利用，是纯粹指海洋空间资源,从

微观空间到整个海洋空间，都可称为海洋空间资源的广度。

由于海洋开发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向空间的开

发，向太空发展，也是向“新海洋”空间发展。广度的空间

资源几乎是“无限延伸”的。海洋空间资源的“深度”是指

海洋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由于这些可

再生能源等资源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所以深度空间资

源几乎也是“无限延伸”的。未来太空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资源开发利用，也都包括并可称之为深度空间的开发利

用。广度和深度空间资源包括陆上、海洋和太空资源的开发。

三、“多维空间资源学”理论核心：空间的“广度”和

“深度”



参透多维空间资源学，最关键的是对里面的“广度”和

“深度”空间如何理解。用十字坐标来表示：广度空间是从

海洋微观空间向海洋、“新海洋”横向“一条线”上的不断

延伸；深度空间是在广度空间“一条线”上的“一个点”上

纵向的不断延伸。这个理论在对待资源问题上，在学术上都

有原创性的新视角和新理解。打个比方，对化石能源的利用，

若用广度空间维度的地缘政治思考，就决定了其在地域空间

上要横向“一条线”地不断对外扩张，围绕着有限资源的利

用和扩张，邻国与邻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容易造成巨大的矛

盾，并引发环境问题、争斗和战争。而用深度空间维度的地

缘政治思考，能源利用是一个“点”的纵向利用，不需要不

断对外扩张。这就可以避免围绕资源利用问题引起的多重矛

盾。这是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传统地缘政治学海权论

和陆权论等理论一般只注重平面的联系。

四、多维空间资源学具有原创特质

2011 年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对蔡一鸣多维空间资

源学的主要体现理论《“海洋开发”的广度与深度空间论》、

《深度空间控制权论》、《和谐海洋三段论》三篇发表在国际

核心刊物学术论文成果的查新，科技查新报告的结论是：国

内外均未见有其他类似的提出和论述，是原创性和创新性

的。2014 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多维空间资源学》，在学术

界多维空间资源学提出的新名词、新定义和新专用术语有 96

个，都用中英文附在了本书的附件内。这些新名词、新定义

和新专用术语等研究成果，所包含的许多意义还有待于通过

教育得到更进一步的挖掘和传承。所以，《多维空间资源学》



是国内少有的从名词到理论体系都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系

统性、综合性的学科理论。

五、多维空间资源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国内影响力

作为新学科理论的主要体现理论部分，《“海洋开发”的

广度与深度空间论》的学术论文已被全文收集到了为纪念马

耳他前总统、第 45 届联大主席德马尔科对国际海洋事务做

出杰出贡献而出版的国际书籍特刊（TELOS Volume V –

Special Edition in Honour of Guido de Marco）中。在

这本特刊中，其余 10 位都是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谈

了对德马尔科的怀念和德马尔科对国际海洋事务做出的杰

出贡献，只有蔡一鸣介绍了他自己的学术理论。同时，对于

多维空间资源学，中国海洋报、浙江日报、环球时报（英文

版）、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刊等媒体也曾就有关内容多次作

了宣传报导，有十多篇论文用中英文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

经过十多年的交流和完善，该理论实际上在国内外已具有一

定影响。

目前具有原创性的、系统性的世界一流学科是国人教育

创新中最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基础理论。但是，如果能把“多

维空间资源学”作为我国推广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选择，列

入支持发展的项目，就民族教育创新来说，意义非凡。

（李洋 整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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