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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江因风

!"#$

! ! ! !本周! 上海展览中心迎来了

!"#$博罗那上海当代艺术展" 虽然

相比其前身#上海当代$!此次展览

的名称多了#博罗那$三字% 但作为

停办了一年之后的回归!&博罗那上

海当代$ 希望给艺术市场一个全新

的形象%然而就在开幕前两天!有画

廊通过其官方微信表示将退出!而

有的画廊则因为参加几乎在同期举

行的&艺术都市展览$而放弃了&博

罗那上海当代$%

艺博会!粥多僧少"

%月!上海进入了艺术旺季%上

周 ! 上海艺术影像展 '&'()(

*'+,-'+.(以 !/"""人次的客流

量告诉市场!什么才是#盛况空前$!

这也是上海展览中心近三年来承办

过的人流量最大的一次艺术博览

会% 本周!焕然一新的#博罗那上海

当代$则期待这一#疯狂$再现% 然

而!就在#博罗那上海当代$开幕前

一天!#艺术都市展览$ 在上海购物

艺术中心 011举办!其策展人之一

则是#上海当代$前总监马西莫)托

里贾尼%

在这两个展会之后!!"1$西岸

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将紧接着于 %月

!/日在徐汇滨江举行%之后还有上

海艺博会以及艺术廿一! 期间还有

许多小型展览%在许多画廊看来!如

此密集的节奏! 往往会令自己很难

做出选择!因为一是时间靠得太近!

自己分身乏术% 另一方面参展毕竟

需要一定费用!画廊也需考虑%

同质化愈演愈烈
在众多的艺博会中! 虽有像上

海艺术影像展这样的专业展会!但

是更多的还是综合性的%也就是说!

对于许多画廊来说! 其实选择任何

一家进行展览!其作用都相差不大!

因而对于许多艺博会来说! 大多还

是通过总监的人脉进行招商! 像此

次举行的&艺术都市展览$虽然只有

十多家画廊! 但不乏像沪申画廊这

样的知名机构! 说到底还是因为策

展人的缘故%

其实! 翻开各大艺博会策展人

的介绍!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

的地方% 除了&艺术都市展览$的策

展人之一是&上海当代$前总监马西

莫*托里贾尼!同样是首次举办西岸

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的总监周铁海!

也曾担任&上海当代$最初两届展会

的总监+ &其实!艺博会在上海的蛋

糕并没有做大! 只是切蛋糕的人越

来越多了! 这无疑也是我们担忧的

地方"$一位画廊机构的负责人这样

说"

优胜劣汰难避免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 艺博会肯

定不会越开越多! 其趋势一定是优

胜劣汰" 上海艺术影像展是由蒙哥

马利会展公司运作的! 这家会展公

司有丰富的艺博会经验! 曾成功运

作香港艺博会并将其出售给巴塞尔

艺术展!并从 !"12开始成为巴塞尔

香港国际艺术展"

不仅在香港! 巴塞尔在迈阿密

等全球区域市场布局! 似乎针对的

是全球化的, 成熟的当代艺术收藏

群体和经营群体! 只不过在不同市

场的侧重略有不同" 这无疑也提醒

众多在上海举行艺博会的机构!虽

然上海享有无尽的机遇和资源优

势! 但上海并不需要太多同质化的

展会" 真正的艺博会应该是有学术

品位并具有艺术风向标意义的平

台! 而不仅仅是一个汇聚了众多艺

术机构的&大卖场$" &大卖场$式的

艺博会!肯定会被市场淘汰"

! ! ! !最近中国艺术金融界最轰动的

事情有二! 一是某著名金融集团下

属公司发行的一只期限为 !3# 年

的艺术品基金!预期收益率 !45!但

今年到期时! 投资者只拿回 1"5本

金!不但 2年的投资收益成泡影!而

且本金还巨亏 %成" 中国艺术品金

融化的风险如巨浪一波一波袭来!

面临血本无归的不仅是艺术基金的

投资者! 大量天价艺术品炒家一样

会面临血本无归的命运"

另一个轰动事件是某投资控股

公司在北京,深圳,新疆三地发起成

立某画家的艺术品投资私募股权基

金!募集资金 1""亿元"此投资公司

的董事长公开说! 募集这 1""亿元

部分就是为了炒高这位画家的画来

赚取差价"

中国艺术品金融
化的困境与现状

中国艺术品金融化的探索经历

了过山车式的滑铁卢! 这几年的实

践证明中国艺术品金融化基本失

败! 其中文交所的艺术品份额交易

被政府全面清理! 中国艺术信托基

金的试行也面临完败"

中国艺术品金融化为什么会全

面失败-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缺乏艺术

品金融化的学术基础!而这个学术基

础就是科学的艺术品价格评估规范"

艺术品的价格评估是中国艺术

金融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核心中的

核心! 缺乏科学的艺术品价格评估

规范! 中国艺术品市场就是一场郁

金香泡沫! 艺术金融化则会演变成

规模化的合法庞氏骗局"

缺乏科学的艺术品价格评估规

范! 使中国艺术品市场面临另外两

大困境! 一是画廊和美术馆大面积

亏损!中国艺术品价格过高!并不符

合中国民众的艺术消费习惯! 也超

出了中国民众的购买力! 所以中国

画廊美术馆亏损和倒闭几率为

%25.另一是艺术拍卖场成为赌场!

由于缺乏艺术品价格评估规范!中

国艺术品拍卖场成为被艺术寡头垄

断和操控的价格赌场! 几个艺术炒

家来回买卖就可以把一种类型艺术

品的价格在几年内炒高几百倍甚至

几千倍% 一个艺术炒家的自买自卖

也可以把一种类型艺术品的价格在

几年内炒高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而

基于艺术品拍卖场的艺术品金融

化!就如同江湖骗子发行货币!严重

危害中国金融安全%

根据拍卖数据估
价严重违背科学原则

评估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

基于中国艺术拍卖市场的人为操控

小数据!肯定是荒谬和错误的!也是

严重违背科学原则的% 评估中国艺

术家作品的价格! 必须依据全球化

的艺术市场大数据%

因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场上的拍

卖价格大多数是人为操控的! 超过

1""" 万元的艺术品有一半没有付

款! 最终付款的也并非按照拍卖价

格付款! 而可按拍卖前私下协商价

格付款%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品拍卖

场上的交易大多是假拍! 国外严肃

学术机构都不采信中国艺术拍卖行

的数据%所以!根据拍卖场小量造假

数据来评估的艺术品价格严重违背

科学原则!等同欺诈%

一些拍卖出几百万元, 几千万

元单价的艺术家作品私下交易价格

只有几万元!甚至几千元%这种情况

下! 你说居于中国艺术品拍卖数据

的估价方式是不是等同诈骗- 中国

艺术品拍卖场上的拍卖数据不但不

具备可信度! 而且应该排除出艺术

品价格评估数据的参考采集范围%

作为艺术品金融化基础的艺术

品价格评估! 必须是一种普世化的

价值评估% 中国艺术品金融化必须

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 而绝对

不可以建立在郁金香泡沫式的庞氏

骗局的基础上% 所以中国艺术品拍

卖数据不能作为艺术品价格评估的

数据来源!必须被排除%

画廊和艺术家自
己定价也不靠谱

既然艺术品金融化的估价模式

必须具备普世的价值观! 那就必须

排除人为操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

相比于拍卖数据! 较为可信的就是

艺术家私下交易的价格%

但一些艺术家为了面子, 身份

包装和欺骗! 会把私下交易价格夸

大很多倍来说事! 比如私下卖了 2

千元一张! 艺术家会说成卖了 2万

元一张! 甚至说成卖了 1"万元一

张!所以艺术家自己说的也不可信%

有的收藏家说的就更加不靠

谱%收藏家为了面子和身份!甚至为

了商业目的! 也会把私下交易价格

夸大很多倍来说事! 比如私下买来

/千元一张! 收藏家会说成 /万元

一张!甚至说成 !"万元一张%

中国画廊模式部分演变成画廊

和艺术家联合诈骗收藏家的商业模

式! 所以画廊贴标签的交易价格大

多带有欺诈性质!并不可信%

就算真的卖了 !"万元一张!也

不说明他作品的价格就是 !"万元!

因为这只是偶尔的成交价格! 偶然

性因素并不能作为价格评估依据%

艺术品作为没有实质性社会价

值的物品! 并不具备实质性的经济

价值! 所以艺术品并不具备常规的

价值!不能流通就没有价值!短期流

通也不代表具备长期的流通价值%

中国现有艺术品估
价都涉嫌欺诈和非法

那么如何考证艺术家作品的

私下交易价格呢- 那就要看艺术家

长期私下卖画收入的纳税记录了%

据调查!中国私下的字画交易九成

都不交税! 交税的也大多数瞒报%

也就是说无法提供长期卖画纳税

记录的艺术家的作品都可以被怀

疑没有价值!而且价格来源都涉嫌

欺诈和非法% 画廊和艺术拍卖行也

一样%

由上面分析可知! 中国的画廊

和艺术拍卖行迄今未能提供合法和

科学的价格评估数据! 他们的数据

来源无法撇清涉嫌非法和欺诈% 被

画廊和艺术拍卖行忽悠蒙受损失的

被骗买家! 存在追究法律责任的可

能性%

不掌握艺术家私下交易价格就

无法评估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了

吗-当然不是!居于全球化的艺术市

场大数据模型! 就可以较为靠谱地

评估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

没科学估价，艺术品金融化不会成功（1）

海量艺博会让画廊应接不暇 ! 方翔

" 上海艺术影像展盛况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