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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以及中国经

济的长远发展潜力，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

GDP 还 可 以 保 持 以 每 年 7% 的 速 度 增 长，

加 上 每 年 3% 的 通 货 膨 胀，意 味 着 中 国 经

济 10 年后的规模将达到约 80 万亿元。根

据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和 GDP 之间的比

例，粗略估计，10 年以后中国的金融资产

的 规 模 应 该 在 320 万 亿 元 人 民 币 。 2005

年 ，世 界 上 老 牌 的 商 业 银 行 巴 克 利

（Barclays Bank）曾经根据世界各资产长期

的历史投资回报得出结论：全世界机构投

资者和有钱人应该拿出 5%的资产配置在

艺术品上。这样的资产配置比例意味着，

在 2020 年，中 国 将 具 有 16 万 亿 元 艺 术 资

产的潜在需求。

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市场的发展能

够满足 16 万亿元中的 25%，也就意味着中

国在 2020 年时艺术品市场的规模会达到 4

万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一年

的交易额只有 500 亿元人民币。即使中国

艺术品一级市场——拍卖市场的交易额在

这 10 年 中 间 可 以 增 长 10 倍，还 是 会 存 在

3.5 万亿元的缺口。这个缺口正是艺术品

资产化所存在的发展空间。按照保守的估

计，4 万亿元的艺术品资产市场，以资产管

理费率 1%来计算，每年可以带来 400 亿元

的资产管理收入。

规模如此庞大的艺术市场，让人怦然心

动，但 500 亿元到 4 万亿元的巨大落差如何

攀升，我们还需要更多思考。中国艺术品交

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几个问题需要解答：首先

是要不要搞？如果要搞，如何规范地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来防范风险，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

第 一 ，对 于 第 一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是 坚

定 不 移 的 ，那 就 是 一 定 要 搞 。 中 国 的 文

化 市 场 急 需 引 进 资 本 市 场 的 机 制 。 在 中

国 的 改 革 开 放 事 业 中 ，文 化 事 业 的 发 展

相 对 起 步 较 晚 。 直 到 目 前 ，很 多 文 化 行

业 的 发 展 还 是 用 事 业 单 位 比 较 传 统 的 模

式 ——“ 抱 着 金 饭 碗 找 饭 吃 ”。 例 如 ，我

们 很 多 的 博 物 馆 虽 然 有 相 当 不 错 的 馆

藏 ，但 是 这 些 所 谓 的“ 无 价 之 宝 ”没 有

价 。 因 此 ，这 些 博 物 馆 也 不 能 用 藏 品 来

盘 活 这 些 非 常 宝 贵 的 文 化 资 产 ，惨 淡 经

营 ，等 着 政 府 拨 钱 来 维 持 运 转 。 引 进 了

资 本 市 场 以 后 ，就 可 以 把 这 样 的 资 产 盘

活 起 来 。 比 如 说 ，我 们 就 可 以 通 过 像 管

理 国 有 资 产 的 管 理 办 法 来 实 现 它 的 保 值

和 升 值 。 通 过 它 的 有 限 流 转 ，使 得 这 些

文化价值得到更好的提升。

第二，是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现在由

于我们文化事业缺乏资本市场相当灵活的

机制和有效的手段，因此，普遍薪酬较低，难

以培养和发展一流的人才。这也是我们为

什么要引入资本市场的原因。

第三，中国艺术品市场虽然在短短十几

年里从无到有，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

艺术品拍卖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发展还不

够成熟，还存在着拍假和假拍的现象。要彻

底改变中国拍卖市场目前还相对不成熟的

状况，有待于引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方法，在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才能实现市场

发展。

第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我们迫切需

要防范“日本病”。所谓的“日本病”是日本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注重间接融资，而对

直接融资比较忽视，因此资本市场的建立远

远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日本老百姓

投资渠道匮乏，绝大部分投资者把钱放在银

行里。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利息下跌，广大

投资者财产性收益受到很大的影响，缺乏消

费能力，并导致日本经济的疲软。中国经济

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开辟新的投资渠道

乃当务之急。

引 进 资 本 市 场 来 发 展 文 化 艺 术 品 市

场 是 中 国 原 创 的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的 方 法 。

中 国 的 这 种 原 创 若 能 成 功 是 有 特 殊 条 件

的。第一是中国文化资产的积累，有 5000

年文明的很好积淀。也就是说，我们有相

当多的文化资产可以金融化，来实现它的

保值和升值。因此，市场的潜力很大。第

二，由于中国的投资者敢于尝试新的金融

产 品，有 勇 气 参 与，因 此 市 场 存 在 相 当 大

的流动性。作为一种原创的、新的艺术资

产，具 备 进 一 步 发 展 所 需 的 旺 盛 的 需 求。

故 从 供 给 与 需 求 的 两 个 方 面 都 证 明 市 场

是存在的。

但是，当我们决定要发展之后，还必须

认识到怎样才能规范地发展。在这里，我们

不得不承认，这个市场由于刚刚起步，因此

市场的监管有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目前

市场上所存在的价格飙涨等比较混乱的现

状，应该是市场发展早期必然经历的过程，

其根源在于市场的容量太小，而流动性又

太大。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的早

期，实际上也曾经存在过同样的问题。当

时很多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普遍具有不按

照国际会计准则来执行的情况，因此财务

数据的披露不够充分，市场上有很多庄家，

股价经常大起大落。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市

场容量过小而产生的问题。但是经过了 20

年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过程，现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一大

批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成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上市公司, 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

大贡献。因此，我们对新生事物要采取支持

的态度。

实行监管的原则有哪些？第一，要坚持

在发展中规范，而不要在早期求全责备，把

门槛定得太高。第二，应该以市场化的手段

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尽量利用市场自身

配置资源的高效能力。第三，发展区域化竞

争模式，可以让各地尝试不同的发展模式，

通过实践来实现优胜劣汰，产生成功的发展

模式。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一 场“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春 雨 ，催

发 了 饱 满 丰 腴 的 杨 絮 、婀 娜 飘 逸 的

垂柳、婷婷高贵的玉兰，空气中弥漫

了久违的泥土的清香……

春天来了！

正如如期而至的春天，经过近半

年的筹备，《中国贸易报•艺术投资周

刊》今天创刊发行了。

改 革 开 放 后 的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们由最初

的一味追求物质创造，转向了对精神

层面的关注，首选的便是中国书画、

陶瓷、古董等传统艺术品。当然，这

一时期的收藏者有着很大成分的盲

从狂热。21 世纪的今天，收藏者们已

经不同于前期的对艺术品拥有的满

足，而是站在了投资的高度对艺术品

进行运作，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不可

忽略的经济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的不断完善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艺术市场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红火

局面。2010 年中国艺术市场总成交

额超过 500 亿元，已连续四年位列世

界艺术品市场前三甲。当前，艺术投

资已成为继股票、房产、黄金之后的

又一新型的投资模式，而民生银行、

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也

相继在国内开通了艺术品投资理财

业务，艺术品基金、艺术品期权、艺术

品按揭、艺术品信托等各种与艺术投

资相关的产品也纷纷上市。随着艺

术市场逐渐金融化，艺术市场的交易

主体和交易方式也将呈现出多样化

发展的态势，这个蕴藏着巨大潜力和

商机的艺术市场，将会吸引更多资本

的介入。

基于这一大好的艺术品投资市

场，《中国贸易报•艺术投资周刊》将

以独特的视角、超众的平台互动,给艺

术家和收藏家提供广阔的空间，共同

迎接艺术投资的春天！

本报讯 上海春季艺术沙龙自 2003 年

首次开办以来，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性文化

艺 术 交 流 盛 会，在 国 内 外 广 受 关 注 和 好

评。2011 年 4 月 13 日，第九届上海春季艺

术沙龙（ART SH）在上海世贸商城拉开帷

幕，将持续至 17 日。展会面积近 1 万平方

米，参展机构来自中国、法国、韩国、日本、

意大利、美国、俄罗斯、拉丁美洲以及中国

台湾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沙龙以“生活的艺术”为主题，倡

导“让艺术融入生活”的理念，推动艺术成

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聚集于本届沙

龙的海内外百余家画廊将与观众一起展开

“生活的艺术”之旅。 （尹一涵）

本报讯 2011 年科隆艺术博览会将是

其历史上的一次最高峰。

此次博览会在科隆展览中心 11 号馆

举办，目前约有来自世界各地 200 家画廊

展 示 现 代 艺 术 、战 后 艺 术 和 当 代 艺 术 。

它 将 是 一 场 空 前 的 令 人 振 奋 的 艺 术 展

览。此次展览也将展示并推动当代艺术

发 展，展 览 之 余 还 将 进 行 其 他 高 品 质 的

辅助活动。

展览于 4 月 12 日开幕，面向全世界的

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参观者可以在售票

厅直接买票。

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将是今年科隆国

际艺术博览会的亮点。 （仲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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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资产化的巨大中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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