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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产业发展，今年中国艺术品市
场进入了调整期。如何审视调整期里中国
艺术品市场的态势、结构与走向，成为很多
人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就当下而
言，中国艺术品市场此轮调整与往年有所
不同，并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

一、市场信心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调
整的重要主导因素。具体来看，市场信心
呈现一定波动。这一方面是受到国际国
内经济环境的影响，发展走势不明朗，被
动性加大；另一方面是中国艺术品市场自
身的结构性问题突出。由于市场失范现
象不断出现，其冲击波效应发酵并逐步扩
散，艺术品投资的冲动受到压制，投资者
信心遭受打击。而信心的波动引发了本
来就不是很巩固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投资
市场的迟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气不
足、成交不活跃、成交规模缩水。

二、市场进程展开受阻，并出现了逆

向推进的迹象。市场的这种交叉与紊
乱，使市场的推动力难以同向聚合，于
是市场走向出现了多元分化的趋势。由
于寻找价值发现平台的架构进程受阻，
市场下行成为了可能与现实。具体表现
在：一是存世艺术家的市场及其价格未
能得到充分的发育；二是当代艺术市场
遭遇寒流，市场的展开和发育在本轮进
程之中可谓是缺席。在这种情况下，受
市场大势的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浓
厚，进程有逆向而行的趋势，由近现代
回溯至古代。进程的紊乱更加剧了中国
艺术品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为市场调整
态势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而古代及
近现代艺术品价值在短时间内被反复发
掘，势必会造成一定的价值废弃甚至是
过度，在大环境未有改善的情况下，
2013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特别是拍卖
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深度调整阶段，

下行的空间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三、行情在聚焦，市场在分化。所谓行

情在聚焦，主要是指作品层面，人们将更多
的目光聚合在经典与文化这两个向度上，
导致传统艺术品板块与传统艺术品受追
捧。市场在分化，主要是指市场的规模与
结构进一步出现了离散化的趋势。

四、调整不仅仅是市场规模的递减，更
为重要的是市场结构的变化与整合。人们
可能都习惯了调整所带来的规模下降，以
及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但本轮调整除了规
模冲击之外，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结构调
整与整合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我们这里所
说的结构，首先是进入市场的资本来源的
结构，新一轮调整可能会使这种结构的分
层与分析更加明晰、更加细化；其次是艺术
品板块的结构；再次就是市场份额构成的
结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是
定价机制结构可能会发生的一项重大变

化，核心是由价格倒逼机制向价值发现与
管理机制的变迁与转型。

五、调整将催生新型收藏投资文化的构
建与培育。收藏投资文化的建构与培育，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成熟与理性发展的重要标
志之一，更是不断夯实市场基础、优化市场
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相信，本轮调整的深
入进行，定会促动以价值发现与管理为主线
的新型收藏投资文化的兴起与认知。

六、强化艺术品市场的理论建设也会
不断提上日程。因为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
拓展、市场关系的日益复杂与社会关注度
的进一步提高，认识并很好地把握市场发
展的内在规律就会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市场发展的结
构、态势及法规政策的制定等，都具有重要
意义，也可以看作是本轮市场调整过程中
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者为中国艺术品

市场研究院副院长）

艺术品市场调整呈现六个特征
西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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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 2012 年，对于文化产

业而言，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体制改革进入第十个年头，按

照既定的任务书、时间表、线路图，改革

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

的十八大对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提出了

明确要求。

回首这一年，文化产业不断向前，各

行业领域呈现出不同发展特点。从即日

开始，本版将对重点行业进行梳理和盘

点，同时展望来年，以期总结经验，探索

发展路径。





























 

自 2011 年秋拍，艺术品拍卖开始出现明

显调整。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

MA)的统计，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中国艺术品

拍卖总额为 281.60 亿元，同比 2011 年春拍下

降了 34.27%，环比去年秋拍下降 34.22%。

不少 2011 年进入艺术拍卖市场的拍卖

公司已不见踪影，2012 年春参拍的拍卖公司

数量为 224 家，比 2011 年秋减少了 71 家；拍

卖会的数量为 296 场，比上季度减少 113 场；

专场数量比上季度减少了 626 场，为 1083 场，

专场划分趋向专题性、学术化，拍卖公司对拍

品的挖掘、研究与展览越发用心。此外，拍卖

行顺应了市场追求品质的需求，改变了以往

以量取胜的拍品规模扩张方式，重质轻量。

本季度，作品上拍数量为 234877 件，比去年

春 减 少 了 16093 件 ，而 比 去 年 秋 拍 减 少 了

112370 件;成交总量为 112991 件，比上季度减

少了 29014 件，降幅为 20.43%。但成交率比

去年秋拍提高 7个百分点，为 48%。

随着 2012 年秋季大拍落下帷幕，各艺

术品类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拍卖市场

整体进入艺术品交易的“低潮期”。最新出

炉的中国嘉德 2012 年秋拍数据显示，嘉德

2012 年 秋 拍 成 交 17.45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2011 秋 拍 下 降 55% ，环 比 2012 春 拍 下 降

18%；苏富比香港 2012 年秋拍成交 16.73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2011 秋 拍 下 降 48% ，环 比

2012 春拍下降 16%。

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不

完全统计，截至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中国艺

术品秋拍成交 TOP20 中，书画类拍品占 10

件，瓷器杂项类拍品 7 件，油画及当代艺术

拍品占 3 件。事实上，近几个拍卖季以来，

中 国 书 画 一 直 支 撑 着 中 国 艺 术 品 市 场 近

60%的份额。尽管 2011 年秋拍之后中国书

画市场处于缩减状态，市场份额在 2012 年春

拍 中 仅 占 50.41% ，环 比 2011 年 秋 拍 下 降

8.92%，上拍数量下降近 40%，但是，仍然稳占

市场主体地位。

即将过去的2012年，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来说是经历深度调整的一年。在国际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艺
术品拍卖市场延续了2011年秋拍的量价齐缩，进一步回调。

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春拍市场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春拍市场成交大幅萎缩34.27%。再看秋拍，截至10月15日，雅昌国画400
指数比上季下跌42%，雅昌油画100指数比上季下跌10%。在已经完成今年秋拍的拍卖行中，保利以23.1亿元的总成交额领衔市场，但这一成绩仍然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26.1亿元，比今年春拍时下降了7.2亿元。但是，市场方面并不盲目悲观地判断这一讯息，有分析人士称，这与中国艺术品市场近几年发展速
度过快有直接关系，艺术品市场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中的问题，不会影响市场的基本面。

三个关键词 解读艺术品市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在正常的业态中，画廊与拍卖行分属艺术品
市场的一、二级市场，是分工明确的依存联盟，前
者负责培育、推介艺术家，后者专职于少量精品的
市场交易。而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一级市场画
廊起步较晚，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画廊少，经营理
念、经营模式都比较落后，运作机制和行业规范还
不成熟。本来应为二级市场的拍卖行，因其成熟
的运作模式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拥有了艺术品
市场绝大多数话语权。

因为二级市场直接和价格挂钩，造成人们对
艺术品的价值认知停留在其反映的价格上。这
种一、二级市场倒挂的现象并不利于整个艺术品
市场的发展。处理好一、二级市场的关系是当前
艺术品市场发展中的难题。回首即将过去的一
年，在《文化部关于加强艺术品市场管理工作的
通知》的指导下，大力培育和扶持一级市场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根据 2012 年《芭莎艺术》画廊调查问卷的反
馈数据统计显示，33%的被调研画廊年销售总额
在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的区间，相比 2011 年同期
的调查有一定比例攀升；年销售总额在 500 万
元至 1000 万元区间的画廊也占到 22%的份额；
而年销售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画廊比例尽管
相比 2011 年同期有一定收缩，也占据了 11%的份
额。

海外交流及业务拓展同样是衡量画廊市场发
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此次统计显示，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海外进行展
览合作和交流的 95 家画廊里，有超过半数的画
廊有 4 至 8 次的海外交流，相比去年同期的统计
数据有 23.8%的增幅。而海外交流频繁的画廊
数量也有明显增加。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里
在海外进行展览合作和交流次数在 12 至 15 次
的画廊比例也占到 8%，相比去年同期有 2 个百
分点的增长。

与此同时，画廊参加国内外博览会也相对活
跃，在被调研画廊的有效反馈中，有 82.9%的画廊
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参加
了国内外的大型艺术品交易会(艺术博览会、艺术
沙龙、画廊博览会等)。其中，参加展会次数在 3至
5次的画廊比例占到 44%，参加展会次数在 5次以
上的画廊比例也占到 17%。可以看出，当前画廊
市场中海外交流及业务拓展是发展重点所在。

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
和艺术金融产业的发展壮大，我国艺术品
市场的整体规模 2011 年呈现快速增长的
趋势，市场交易总额超过了 3600 亿元人民
币，艺术品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
越重要，税收问题已经是中国艺术品市场
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内地，艺术品与奢侈品同被列
为进口商品的第 21 类。其中，与中国签订
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艺术品原作的进口
税率为 12%(现降为 6%)，复制品的税率为
14%，没有与我国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国
家，艺术品进口关税为 50%。

2011 年 12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下发了《关于 2012 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

知》，将 艺 术 品 进 口 关 税 从 12% 下 调 至
6%。但实际上，艺术品交易远不止 6%的进
口税，另需缴纳 17%的增值税，对进口艺术
品的实际征税额度达到了 23%。虽然相对
之前的 30%有所降低，但进口艺术品依然
处于高税重压之下。这一方面会对海外艺
术品的回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将大大影
响艺术品卖家、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例如，2009 年北京保利仲夏精品拍卖
会上，由 500 幅精品组成的“客从远方来”
海外回流中国书画就包括了张大千《五福
图》、齐白石《蚕》、吴昌硕《石鼓文》等。同
年，匡时也举办了“海外重要私人收藏明清
扇 面 专 场 ”和“ 海 外 回 流 近 现 代 书 画 专
场”。曾创下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纪录的

张大千《爱痕湖》，也是嘉德于 2010 年春拍
前从美国学者手中征集而来的。如果因为
关税问题影响了这批海外艺术品回流，对
我国艺术品市场带来的损失也可想而知。

对此，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
西沐教授认为，中国每年进口艺术品及其
衍生品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绝对规模
并不大，对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 1000 亿
元的拍卖规模，以及近4000亿元的交易规
模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但是，艺术品关税
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长远影响仍然值得重
视。中国艺术品市场比较独立，封闭性较
强，除了主要靠内需推动市场的特性外，市
场国际化的进程也在一步步提到议事日程
上。从目前来看，关键是要尽快培育我国
拍卖业、画廊业等艺术品市场主体的核心
竞争力，而培育核心竞争力，除了税收政
策的扶持外，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能力、
资金运作能力及专业与职业化的运作能
力，也就是说，做好服务是根本，深耕市
场是关键。

分化是今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主旋
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拍品
板块的分化。春拍时，传统板块及文化内
涵板块如文玩、书画、瓷器等相对稳定，其
他板块也不乏热点。而到了秋拍，传统板
块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其他板块则表现平
平。二是拍品分化趋势比较明显。那些文
化含量高、艺术水准高的经典性艺术品价
格依然坚挺，而平庸的一般性艺术品被市
场看低，分化的趋势会随着调整的深化而
进一步加剧。三是区域分化明显。北京区
域及相应的大企业在调整中受到的影响较
大，而新兴地区及企业似乎需要有一个补

充增长的过程，如上海、陕西、广东等一些
区域的市场成长反而很快。

今年拍卖市场面临大环境不稳、市场
信心晃动、避险情绪浓厚、人气不足的状
况，秋拍市场投资收藏行为趋于保守。但
是，经典作品、典范性的艺术家还是表现
优异，而其他普通拍品的价格下降较快，
流动性变差。可以看出，无论市场如何调
整，人们对经典性作品的认可度没有改
变，经典性作品价值的保值作用是稳定
的，同时流动性也很高。市场分析人士认
为，这种追高艺术精品的现象可以看作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种价值发现过程，说

明投资者的艺术鉴赏水平在提升，艺术品
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以量取胜到以精取
胜的变革。

随着艺术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分
化也是一种分散市场下行压力的行为、一
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分化最终将会使一些
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带有投机性、运营不成
熟的小型拍卖公司逐渐退出市场竞争，从
而实现拍卖行业绩效的最优化，使艺术品
拍卖业更易形成规模效应。

分化还会使市场变得更加理性与成
熟，使市场的专业水准越来越高。在今年
的拍卖市场中，拍卖企业的运营更加专
业，拍卖公司本身职业化的运作能力在提
高，拍卖的前期准备与客户的维护更加精
心、用心，服务也更加到位。特别是市场
运作方面，许多拍卖企业在前期征集拍品
中颇下功夫，艺术品拍卖业开始进入精耕
细作时期。

关键词之一

一级市场

关键词之二 税收

关键词之三 分化

拍卖市场

调整趋势明显

观众在“2012 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上

观看一块重达 120公斤的碧玺。

近日，“2012 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全

国农业展览馆新馆对公众开放。来自国内外的 83

家收藏机构、古玩商、行业协会及国内 34 家国有文

物商店携手带来众多精品器物。

崔根元摄（新华社发）

观众在 2012 嘉德秋拍预展现场欣赏释

普济撰《五灯会元》存卷六至十卷。中国嘉德

2012 秋拍呈现书画、瓷器等门类拍品共 3300

余件。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北京保利 2012 秋季拍卖会预展上，参观

者在观看“清乾隆·青花八吉祥大扁瓶”。北

京保利 2012 秋季拍卖会涵盖古代书画、近现

代书画、现当代艺术、古董珍玩、等 10 余个门

类 30余个专场。 王 振摄（新华社发）

12 月 15 日，一位参观者在欣赏

参展作品《波伦布》。

当日，“电场：超越超现实——

法国蓬皮杜中心藏品展”在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开幕。本次展出藏品

共 100 余件，包括米罗、毕加索等大

师的作品，是蓬皮杜中心在中国大

陆的首次大型展览。

丁 汀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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