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藏展”“连环画交易会”“瓷博会”“书博会”……潘家园正在通过
举办一系列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大型文化活动和展会来丰富自身品牌
的文化内涵。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起到繁荣文化市场、促进文
化消费的积极作用。

展会IP

潘家园的30年，是传统文化、市井生活与北京胡同特
色的体现；是行业大咖、北京玩主、各地游客的聚集之地；
是中国民间、民族、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新青年与传统
文化连接的桥梁；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经济
与文化共同前行的故事。

下一个30年，不论市场如何变化，潘家园的品牌初心
不会改变。 潘家园将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文化传播者为己
任，在立足旧货市场运营管理的基础上，持续在自媒体矩
阵、直播、电商、文创，拍卖等多样化业务领域发力，用自身
不断的实践，为文玩艺术品行业开辟一条良性发展之路。

“十四五” 时期潘家园公司将按照北京市及朝阳区的
战略部署， 围绕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两区”“三化”建
设等重大战略任务，做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融合这篇
文章。

潘家园将积极争取各方资源支持， 筑牢自身发展基
础。围绕“一个中心，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立足文化艺术
品交易的先发优势和引领优势， 结合市场需求变动趋势，
合理布局业务组合及发展战略，明确各个业务板块的发展
定位和着力点，强化业务能力提升和业务协同联动，构建
多元文化艺术生态。

不断优化提升文化艺术品交易交流功能以平台化发
展模式提升主体业务发展能级，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和业务
生态，积极推进鉴定评估、文化金融、文化会展、文化教育
等多业态的支撑。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充分挖掘各业务经
营数据的价值，构建全业态的文旅商产业发展平台，形成
完善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生态交流圈。力争在“十四五”期
末，形成完善的文化艺术品业务生态格局，打造立足北京、
引领全国、走向国际的文化产业地标。

所梦所想，何止30年，站在30年的新起点上，回望而后
前行，下一个30年，成就中国最好的文化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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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大事记，抚脉发展历程，以事件看发展，以发展看品牌，30年信念
与执着，30年责任与梦想，30年大事记，记录潘家园发展足迹。

三十而“立”
立足时代 传承文化

三十而“励”
励精图治 守正创新

30年改革探索，30年创新驱动，30年
从小变大，30年从自发到规范，潘家园破
圈探索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新思路。

尽管时代在不断改变， 但潘家园从
未忽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一直
以“做中国最好的文化传播者”为企业使
命，通过文化内涵丰富的展览展示、交流
体验、论坛培训等活动，为广大消费者特
别是年轻客群提供面对面接触古玩、非
遗等传统文化的机会， 让传统文化能够
回归百姓生活，将潘家园打造成为“可触
摸的民俗博物馆”。

一面保持着传统文化的原生业态，
一面顺势而为， 破圈探索传统文化创新
发展的新思路。 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
合中， 潘家园正在一步步形成并完善新
型产业链条， 并通过产业链条中的多种
形式、多种载体、多种渠道，实现传统文
化在更大范围、 更多维度的传播传承与
创新发展。

潘家园市场于2021年3月26日启动“文化夜市”项目运营。市场
环境根据夜市主题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增添丰富夜间活动效果的
灯光装饰及烘托环境氛围的美陈装饰等，还把更多体验式、沉浸式
的场景融入其中。打卡潘家园“文化夜市”也成为了自媒体网红的必
到之处，成为了消费者热议的文化话题。

瓷器墙、文化夜市、非遗文化街、山行市集……潘家园先后推出了一系
列网红打卡点，从潘家园北门影壁墙为起始点，途经香潘潘美食街区、非遗
文化街、潘家园故事墙、胡同印象、密室寻宝、山行市集、瓷器墙等地，最终到
达潘家园礼物店。全程下来，既能感受到潘家园的新业态，品味美食、体验传
统文化与新潮文化，还能打卡特色区域，感受专属于潘家园的魅力。

2017年， 潘家园借力大数据构建了国内首个文化艺术品一级市
场指数———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 实现了国内一级市场指数零的
突破。从2018年潘家园指数的首次发布到2022年，潘家园指数向社
会连续发布了五年，已经成为指导商户合理经营的“风向标”、规范市
场运行的“指南针”和反映文化艺术品市场行情的“晴雨表”。

潘家园拍卖与大众印象中传统的高端拍卖、文
物拍卖不同，这里的拍品定位为大众中小拍、生活
拍，结算与交割率高，周期短。从成立两年来举办的
多场拍卖会成交结果来看，红色收藏、古籍善本等
特色门类已初显优势，受到业内关注。

为加强非遗传统工艺振兴， 潘家园打造了非遗手工艺文化
街。同时开展了多元化的展会活动，为入驻的非遗手工艺人搭建
展示和创收平台。 此外， 潘家园每年都会组织各类非遗文化活
动，助力非遗文化传播，2021年举办的第一届非遗文化节，与以
往的非遗活动相比，在规格、内容、形式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让
非遗在潘家园大放异彩。

潘家园借助阿里、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探索平台型运营模式，
在全民直播风口到来之前， 抢先探索出具有潘家园特色的直播电商
成熟模式。带动商户共同参与到新的电商模式中，潘家园在成为行业
实体市场标杆的同时，也成为行业线上交易平台的标杆。

2020年，基于自营电商的经验积累，基于潘家园市场具有区域特
色的产业集群，打造了潘家园抖音电商直播基地。作为华北地区首家
综合型的文化艺术品直播基地，为商户连通广大消费者提供专业细分
的直播平台，有效助推了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和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

潘家园自2017年启动文创业务以来，依托自身显著的文化属性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推出了潘家园礼物店及众多特色自营文创产品，开拓出文化+
生活、文化+餐饮等一系列“文化+”经营模式，通过新业态融合，激活了潘家
园潜在的网红经济，让更多的年轻人驻足。

“潘家园民间工艺品市场”正式开业，短短半年，市场摊位从几
十个增加到上千个，成为全北京当时最大、最火的跳蚤市场。1992年

市场管理的初步规范，更名为“潘家园市场”，实现了真正意义
的“退街入场、封闭管理”。

1994年

1997年
标志性的门垛、狮子、影壁墙建立，新市场正式开门迎客，共有
摊位3000余个，房屋店面224间。

2002年
潘家园市场成为许多外国贵宾和游客们的必经之地，2002年
希腊总理西米蒂斯来市场游览购物。

2004年 潘家园旧货市场被评为全国十大古玩市场。

2005年
越来越多的各国政要名人喜欢到旧货市场淘宝，2005年斯里
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来市场游览购物。

2006年
举办了“潘家园首届连环画交易会”，首日交易额超过百万元，
截至2022年已经成功举办了29届。

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世界十大“跳蚤”市场的评比中成功当选，
作为我国唯一入选的市场，排名第六。

2007年
5月17日潘家园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北京市
著名商标”。

2008年 北京奥运会期间， 潘家园旧货市场作为市商务局推荐的重
点接待购物场所，圆满完成了“奥运宾客”接待任务。

2013年
1月4日，“潘家园旧货市场”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潘家园旧货市场当选“2012年度（第八届）北京十大商业品牌”。

2014年 8月29日，潘家园旧货市场被确定为APEC会议期间朝阳区重点接待购物
场所并圆满完成了参观接待工作。

2016年 北京潘家园国际民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入选“首都文化企业30佳”名单。

2017年
潘家园首家文创店“潘家园礼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内正式开业，迈出
了激发传统手工艺品活力的重要一步。

2018年 “潘淘荟”周年庆首次亮相，除了拍卖会、展销会、鉴宝讲座等活动外，
还首次对外发布了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

通过跨界、跨地域，与其他品牌IP谋求立体与多元合作的“瓷博荟萃 名
动京华———景德镇陶瓷博览会北京潘家园陶瓷文化周”在潘家园开幕。

潘家园携“潘家园礼物”自营店文创产品，以全新形象亮相京交会，展示
潘家园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

2019年
与线上古旧书平台孔夫子旧书网联合打造的“万阅典藏”潘家园首届古
旧书博览会成功举办。

2020年
潘家园抖音电商直播基地投入运营，成为目前华北地区大型综合的“珠
宝玉石文玩品类”直播基地。

潘家园文创品牌-潘家园礼物原创设计作品“青瓷品茗杯”入选2019年
度“北京礼物”。

适时推出“夜游潘家园 悦享夏夜美”系列夜市活动，为潘家园旧货市场
开启了全新的夜间经营模式。

面向中小拍市场，发展高频次、小规模日常拍卖的北京潘家园拍卖有限
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潘家园旧货市场被评为朝阳区首批特色文旅消费街区， 为拉动文旅消
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21年
作为首个推出文创产品的文玩艺术品市场，4月22日北京潘家园文化艺
术创意有限公司获批成立。

2022年

首届“京潮·京品”朝阳礼物征选活动在潘家园成功举办，成为表达朝阳
文化内涵、彰显朝阳文化特色的文创载体。

潘家园获评2022年朝阳区“博物馆之城”建设示范项目“传统文化活态
传承展示中心”奖项，扩展了博物馆体系边界。

夜经济

指数发布

市场美陈

非遗扶持

特色拍卖

电商模式

文创升级

直播基地

三十而“丽”
塑造品牌 美丽未来

5月31日，潘家园传媒公司成立，有效实现了产品、内容、
平台终端的融合互通。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