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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人说，艺术品已成为继房地产、股票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领域，可见，我国艺术市场发
展态势喜人，前景可期。 

活跃在艺术市场一线人员及高校从事艺术品市场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我国艺术市场的现状
及趋势作了实证和理论分析，涉及艺术品投资、艺术品收藏、艺术品电商与互联网、艺
术品保险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有对西方名画交易与收藏的分析，有对小名头书画投资欣
赏价值的解读，更有对艺术市场存在问题的剖析和发展趋势的预测。 

内容简介

本书梳理和调研了大量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理论和实例，对艺术品投资及金融服务、艺
术品指数、艺术品电商与互联网、艺术品市场、艺术品保险等各个领域发展现状及趋势
作了分析，并考察了艺术市场存在的发展难题和金融市场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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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艺术市场迈步从头越
——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颁布的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决定，对促进和繁荣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
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发展的文化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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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文化产业的发展落到实处。
作为文化产业一大板块的艺术品市场，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小到一张邮票和一枚钱币，大到一幅中国画和一座雕塑，在收藏过程中，
人们细细把玩和倾情观赏，无不给大家带来心情愉悦和精神享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
间的转换，人们对收藏的艺术品了解和认识程度逐渐提高，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也会慢慢
有所增加。同时，也会因其物以稀而贵，其经济价值也有极大的提升。艺术品收藏，从
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成了人们的投资行为。无怪乎有经济学家认为，艺术品成为继房地
产、股票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领域。可以说，我国的艺术市场而今迈步从头越，发展态势
喜人，前景可期。

——编者的话 

作为文化产业一大板块的艺术品市场，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小到一张邮票和一枚钱币，大到一幅中国画和一座雕塑，在收藏过程中，
人们细细把玩和倾情观赏，无不给大家带来心情愉悦和精神享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
间的转换，人们对收藏的艺术品了解和认识程度逐渐提高，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也会慢慢
有所增加。同时，也会因其物以稀而贵，其经济价值也有极大的提升。艺术品收藏，从
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成了人们的投资行为。无怪乎有经济学家认为，艺术品成为继房地
产、股票之后的第三大投资领域。可以说，我国的艺术市场而今迈步从头越，发展态势
喜人，前景可期。 

本书作者，大多是活跃在祖国各地高校从事艺术品市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市场相关
机构的老
总，他们对中国艺
术品市场非常熟悉，了然于胸，并见
证了改革开放多年以来，尤其是
世纪初中国艺术品市场蓬勃兴起、变化和发展的历程。本书选编了作者近年来关于艺术
品收藏、艺术品拍卖、艺术基金、艺术金融、艺术指数、艺术电商和艺术品保险等艺术
市场主要新业态及其发展方向的研究文章。文章中的观点，尽管代表作者的一家之言，
但也极具参考价值。我们提供给广大对艺术品收藏与投资感兴趣并有研究的读者，期望
对大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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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繁荣下的隐忧——简述中国艺术市场繁荣发展背后存在的问题
汤胜天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近几年，中国艺术市场获得了空前发展，艺术品交易量曾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并且
每年还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艺术品市场实际增长率2010年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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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为24%， 2012年出现回落，但前3年的增长率已达到57%， 2013年，中国艺术品
市场出现回暖趋势，实际增长率为77%。这都表明中国艺术市场正处于繁荣期，可是艺
术市场的繁荣难以掩饰其存在的隐忧，概括起来主要有学术隐忧、资本隐忧与意识形态
隐忧，并且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隐忧导致了艺术市场的跌宕起伏。
一、 学术隐忧
学术机构（以美术馆和博物馆为主）、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在艺术体制中掌握着话语
权，与艺术市场一样作为艺术体制中的一个环节而独立存在，其独立地开展学术研究，
并以学术为导向，引导公众审美趣味的发展。可是，由于中国艺术体制不健全，无论是
学术机构、艺术批评家还是艺术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附庸于艺术市场，没有取得独立的
学术研究地位，其在整个艺术体制中没有取得相应的学术权威性和公信力。近几年来，
很多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在市场中走穴，为了私利经常与市场上某一方合谋制造骗局；
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也败在了金钱的脚下，他们的很多学术文章失去了学术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成为了为画家写的“广告词”，这导致在艺术市场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引导，甚至对公众审美和艺术自身发展具有一定的误导效应。这在艺术市场上主要表现
为藏家收藏当下艺术家作品时缺乏考量标准。就艺术市场的现状而言，话语权掌握在艺
术中介商(以画廊老板或艺术品贩子为主)手中，他们大都活跃在各大拍卖行或者为某些
有资本实力却没眼力不懂艺术的藏家长眼。这使得他们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品位成了藏家
收藏艺术品的标准，可是中介商本身为了私利而存在于艺术市场之中，在利益的驱使下
，其审美品位和艺术品位很难做到公正客观，为了利益最大化可能会为艺术水平低劣的
作品摇旗呐喊。这直接导致了艺术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有潜质的艺术家可能没有被发
现，价格炒的很高的艺术家，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反而并不高。
由于学术体系不独立，整个市场缺乏相应的学术引导，这也直接殃及了在艺术市场中以
艺术生产者的身份而存在的艺术家。艺术品的商业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
值上，而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艺术家的绘画技艺与境界上，可目
前由于这一基本艺术作品评判标准的丧失，艺术家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他们既没有足够
的耐心和时间去研究传统经典作品，也没有足够的耐力去不断提升自我的文化品位和修
养。很多画家在多元化的艺术环境下竞相追逐市场，市场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他们就画什
么样的作品；还有一部分艺术家则以观念之名搞一些奇奇怪怪的艺术图式。可恰恰这样
一些艺术作品经过画家本人的运作成为了无知资本炒作的对象，通过各种炒作手段很快
将这些蹩脚的艺术作品炒作成市场上的热点，并进入公众视野，进而误导艺术市场的健
康发展。

汤胜天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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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作品；还有一部分艺术家则以观念之名搞一些奇奇怪怪的艺术图式。可恰恰这样
一些艺术作品经过画家本人的运作成为了无知资本炒作的对象，通过各种炒作手段很快
将这些蹩脚的艺术作品炒作成市场上的热点，并进入公众视野，进而误导艺术市场的健
康发展。 

巨额资本的炒作和非理性投资给艺术市场带来了巨大隐患。资本是构成艺术市场的主要
元素之一，客观上讲，社会上大量资本介入艺术产业，这对于艺术市场的发展是一桩好
事。可是艺术市场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很多涌入艺术市场的商业大佬、金融机构
及
基金
公司仅仅
追逐艺术品的商业
价值，而不顾及艺术品的其他更本质
的价值因素。年金融危机以后股市开始萎缩，
年中央和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房地产发展的政策，这使得大量热钱从股市和楼市中撤
出，由于艺术品收藏的高回报率成了投资者的新宠。很多温州商人、房地商老板和煤老
板以及银行金融机构、
基金公司携巨额资本涌入艺术市场。截至年年底，国内近
家艺术品基金公司已发行成立了超过只艺术品基金，总规模达亿元。 

金融机构或基金公司通过炒作拉高价格最后抛货获利，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
，由于价格拉高后，真正找到接盘买家则需要靠缘分，更多的情况是：要么是艺术基金
公司左手倒右手，年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拍到
亿元的高价，据说是湖南一家艺术基金公司左手倒右手的结果；要么是高价艺术作品“
击鼓传花”般的从这一家艺术品基金公司转向另外一家艺术基金公司或其他艺术金融机
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品并没有流入艺术市场上真正的终端消费群体——真正意
义上的艺术藏家手中，或者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这同样将艺术市场带入恶性循环中
，艺术资本将艺术作品价格炒得越高，市场泡沫就越大，也就越将艺术藏家或美术馆、
博物馆拒之门外；藏家越无法介入，市场环境也就会越来越糟糕。 

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它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并且每个时代的艺术又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陆俨少
、徐悲鸿、李可染、石鲁、关山月和傅抱石等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歌颂革命根据地
的作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作品，还是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作品都表达了对新中国
新气象的讴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因为当时全国万众一心将共产主义视为每个个
体的最高信仰，艺术家亦如此，以此为信仰并将该信仰贯穿于其艺术创作中，他们在艺
术实践中探索适合表现新中国新面貌的创作技巧与图式，结果他们的作品成了红色意识
形态艺术的经典，同时他们的作品也见证了那个又红又专的时代。在当下的艺术市场中
，那个时代的作品受到了市场追捧，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既有古代艺术之精
气又能随时代的变化在艺术技巧和艺术图式上进行探索创新，并已经成为新中国主流意
识形态影响的经典艺术作品。 



此外，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及暴力资本的搅局下，当代艺术市场爆发着一场掠夺性的战
争，毁掉了一代艺术家，稀释了一群盲目者的资本，国外资本的引诱也在悄然兴起，西
方资本对中国艺术家的扶持并在另一种取向审美上的引领，更迷惑了当代书画艺术家的
创作性灵与纯粹的艺术境界，所谓火爆的艺术市场最后成了一堆无文化修养的艺术垃圾
。 

学术隐忧、资本隐忧与意识形态隐忧三者多重交织与变奏主导了中国艺术市场的跌宕起
伏。结合当下艺术市场的现状和对这三大因素的综合分析，笔者对艺术市场未来发展态
势作如下预测： 

第二，未来艺术市场上将出现新旧资本之间的博弈。现有的艺术机构及财团巨额囤积了
大量艺术品，其囤积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就是抛售获利，而非像西方的财团那样将收藏
的艺术品捐赠给博物馆或者美术馆。为变现，他们急需寻找新的买家，在整体打包销售
给新的资本财团时，压低价格可能是必然趋势，因为接手的新资本财团也是以盈利为目
的，为了利益最大化也会将价格压低。这可能给未来的艺术市场带来重要影响，那就是
艺术作品的价格会在新的资本压力下下调，艺术市场会进入调整期。 

第三，能传承经典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将会在艺术品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文化大革命
”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创作与发展呈现文化断层的局面，画家临古却很难真正理解
古代艺术的精髓，开拓创新又缺乏相应的文脉根基。在笔者看来，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中国水墨不可能再有任何特殊状态了，一度创新，艺术家需要传承经典，在二度创新
中漫游寻找自我。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经典，我们既要学习各时代的经典，也要学习
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坚持“承故纳新”为理念的传承思维是中国书画艺术界发展
的大趋势，他们的艺术价值及历史文化价值必将带动其商业价值的崛起与永恒。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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