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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下一个30年”的开启之年，然而，国际局势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为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让行业更加稳健有序，实现市场

引擎的重启，成为所有业者都难以回避的问题。8月18日，北京商报社、深蓝媒体智库联合主办的“2023艺势汇系列沙龙”在新闻大厦艺术馆举行，沙龙以“穿越周期 引擎重启”为主题，邀

请来自行业协会、艺术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就市场关注的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深蓝智库研究院专家顾问聘任仪式同期举行。

“跨界交流、思想碰撞”，成为本次沙龙的一大亮点，比如，来自金融证券行业的嘉宾观点新颖，引发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和思考。“艺术品市场并不缺钱，缺的是推动模式。从价值体

系来讲，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似乎并没有集中到艺术品领域。审美的提高、对艺术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艺术品的需求。市场需求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迅速，目前大众对古

玩的追求越来越弱，更偏装饰性、实用性，最后还是要回到价值判断这个体系上去，如果把老百姓的财富管理需求或者实用性的需求跟艺术品结合起来，这是个不错的方向。”

文物艺术品：穿越与重启

这两年市场逐步回归到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我们现在关心三
个问题。首先是信心，这极其重要，与宏观大环境密切相关。

其次是方向，从大的政策上来讲，国家对于文化板块的发展还
是非常鼓励的；从行业的方向来讲，艺术品的大众消费是一个千亿
级的海洋，我们现在缺的是一个完善的艺术消费交易体系，包括供
应链、诚信、规范、标准、售后等，而投资收藏市场仍会持续存在，但
需要优化市场机制。

再次就是动能，行业要往前走，需要动能。第一个就是模式创
新，包括直播拍卖等能够触及到我们底层的艺术消费。第二个就是
资源整合，回归到原点其实就是供需的关系的重建，要进一步开拓
受众群体，发掘隐藏的市场，将工艺美术作品推向市场。第三点就是
利用工具，比如金融工具、科技工具等。

信心、方向、动能：拍卖市场发展的关键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秘书长 余锦生

疫情对拍卖企业的影响非常大。 这三年疫情既是危机， 又是机
遇，促使传统的拍卖企业由线下向线上转型，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
赛道，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从拍品的征集到结算完全不见面。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艺术品金融， 藏家可以把藏品拿出来做质押
借款，帮助企业周转渡过难关。艺术品有很好的流动性，手续非常简
单，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品金融在拍卖领域里面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很难推广到所有的金融机构，因为需要有极高的专业性。

未来十年， 我们需要借助良好的拍品品质、 客户服务来支撑，
还需要增加宣传推广，现在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一定需
要有好的宣传，拍卖公司要用马拉松的心态来做拍卖，而不是用举
重的心态来做拍卖，不需要瞬间的爆发力，更多的是一种品质的持
续性。

用马拉松的心态做拍卖
北京银座拍卖董事长 贾晋华

艺术赋能价值远超交易本身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隽

我们不能把艺术品消费单纯地理解为购买艺术品或者设计品，需
要从更宽广的维度来看待和认识市场。拍卖是市场的风向标，对市场有
重要的标杆作用和辐射力，然而，艺术品市场不能只看拍卖，艺术品所
附加的价值是远超过艺术市场本身的交易额的，这才最值得关注。

最近十年，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文化特有的润物细无声的浸入方式
延展了艺术品的外溢效应。艺术与乡村、地产、旅游、科技等多维度融
合，提升了商业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艺术精品由于其历史文化价值和
稀缺性，天然具有金融属性。艺术品金融的发展需要较好地解决艺术
品的鉴定、估值、流动性三大问题。

艺术品市场与经济发展是顺周期的。只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企
业和百姓收入提升，人们才会越来越重视美育，才会消费、收藏和投
资更多的艺术品，艺术品市场才能大发展。

市场繁荣美育先行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马菁汝

从艺术市场的数据来看，似乎并不理想，但我觉得这个低迷不
是因为市场资金真的没有了，而是收藏家更理性、更冷静了，这是他
们积蓄力量再出发的过渡阶段， 未来的收藏会往更加专业化上发
展，好的作品出现在市场上，依然会受到追捧，同样会创造高价。

未来我们要发展的方向，是大众可以消费的艺术品，美育一定
是走在前面，才会支撑起艺术市场的真正繁荣。我们常说，“为生活
而艺术”，可以用艺术的素养、艺术的品质来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希望我们身体力行，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本身和作品元素，将乡
村美育和城市美育结合，我也在不断探索，呼吁大家通过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去构建一个美育共同体，共同建构这样一个跨界融合的
社会体系。

跨界合作探索新模式
中国收藏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主任 王竹

智库未来可以把文化艺术产业这块作为一个重要的选题， 有很
多可以挖掘的地方。我们与北京商报联合主办的“长安话艺”品牌活
动， 正是将主流媒体的宣介渠道与艺术收藏行业社团的学术资源相
结合，既有别于单纯静态的艺术展览，也不同于雅集形式，提供了一
种全新且多元的艺术体验模式。

我考量未来有三个可以去尝试的方向：其一是希望依托“长
安话艺”品牌活动，跨区域去分享艺术话题；其二是遴选中外艺
术品进行展陈，据此探讨国际艺术对比话题，实现艺术展览的动
态交互。其三是关注非遗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深入挖掘稀缺
的传统艺术资源。同时，也应着眼于现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拓展
其能见度。

北京商报记者 张旭鸿/摄

投资价值而非价格
北京大学校友书画协会秘书长 莫达勇

艺术品市场的繁荣，需要藏家支撑，尤其是懂鉴定的藏家。这需
要持久地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 并且在正确方法论下不断实践。而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收藏者鉴定水平提高，才能促进更多好的艺
术品流通。这一点需要从教育入手普及知识，尤其是成体系的艺术
品鉴定课和艺术实践课，让大众在传统文化上有更多的认知，具备
去伪存真的能力后，加上他们拥有财富的掌控能力，进入艺术品消
费市场，才能真正把市场繁荣起来。

我们协会的作用，是提升人们书法和绘画的审美和动手实践的
能力与水平。让更多校友提升认知少走弯路，在藏品选择的时候有
一个很好的知识体系支撑，这其实跟资金的总量没有关系，是价值
体系支撑如何去认知价值的问题，所以藏家投资的是价值，而不是
价格。

这些年古玩市场变化很大，原来古玩城都是靠做专题展或者博
览会来促进招商，现在这种形式更多是活跃市场。古玩市场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严重，各个古玩城里商户的品类、价格
都差不多，这种同质化的竞争状态加剧了古玩城的经营难度。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古玩市场的古玩没做起来，但古董市场
或者古玩文化的副产品做起来了。 也就是说古玩市场已经发生变
化，市场不再是原来的概念，收藏观念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在我看来，古玩市场不能单纯做古董，而是要多系统地发展，应
该作为一个文化场所，要从场所角度来研究怎么能够发展，要顺应
古玩市场新的变化和需求。从古玩市场运行角度来讲，市场转型必
须注重古玩文化概念，通过古玩文化概念，拓展思维或者发展更多
的古玩文化副产品，这是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

传统拍卖，重启也是回归
北京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华辰拍卖董事长 甘学军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走过30年，我认为有三个周期，一是30年
的长周期；二是2012年以来超过十年的调整周期；三是疫情三年的
短周期。周期的改变，源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有行业自身发
展的规律性所体现出来的变化，以及市场参与人群结构、审美需求
等变化。

“重启”的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观念的重启、价格的重启、
价值的重启。我一直强调，市场火爆不是常态，它一定是阶段性的。
从内在生存和发展模式来讲，重启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
“回归”，要回归到拍卖行本身的意义。

目前线上交易已实现几何基数的增长，甚至可能超过线下拍卖。
在此阶段，传统拍卖一定要改变，将来需要更加专业、低成本、灵活的
市场运作模式，否则拍卖业态在市场引领方面的头部作用会减弱。

市场转型必须注重古玩文化发掘
全国工商联第十一届执委、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创会会长 宋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