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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显
示，&'*+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占全球的份额
从第二位降至第三位。虽然降了一位，但依
然很可观，毕竟中国艺术品市场完全是个
新的崛起，与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几乎属于“未成年”，它能获得这样的成绩
已是举世瞩目的奇迹了。

但这个奇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既是
趁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大发展之势，
也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深厚且自成体
系的艺术发展历史，自古以来就有着热爱

艺术、尊重艺术、收藏艺术品的传统，同时，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创造的艺术瑰宝也得到
了世界性的认同和收藏家的珍爱。

如今，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在面临着融
入全球艺术品市场这个大趋势的考验。我
们有必要思考这种趋势可能对中国艺术发
展的长远影响。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收藏家开
始在世界范围关注艺术市场，非但在全球
各地竞拍中国艺术品，也开始投资国外的
艺术家作品。这种或许是投资目的的行为
最终可能有助于开拓提升中国收藏家的审
美眼界，并进而激励中国艺术家直面世界
性的竞争，提升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环境
中的艺术创造力。所以，也可以说，艺术的
复兴正在酝酿。

而我国的文化发展政策的决策机构，
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趋势，并及时制定有
助于维护我国文化利益，扩大中国艺术作
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政策。如今，中国在全
球艺术品市场的地位，主要依靠财大气粗
的中国买家倾力购藏古今中国艺术品。而
西方的艺术品市场却在着力诱导中国买家
投资西方艺术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采取
一些办法，进一步吸引世界买家对中国艺
术品的投资呢？

但是，我们恰恰有一些陈规，阻碍着中
国艺术品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譬如我国文物部门制定的限制出境的中国
艺术家作品名单。这份过于宽泛的名单中，
有的艺术家作品根本还没有获得国际市场

青睐，本该制定促销政策的，反而
制定了限购政策。

限制出境的艺术作品名单应
该非常严谨，应该建立在科学的
统计分析基础上。譬如，某艺术家
在中国艺术史的地位是否足够重
要，其作品在国家收藏机构的数
量，在国内民间的存有量，有哪几
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国家博物
馆收藏中所缺的，才因此不得出
境。

“原则上不准出境”“代表作
不准出境”之类定义含混的条文，
实在欠缺明确的操作指标。简单
粗暴的“一律不准出境”更要慎
用。如吴冠中作品被列为“一律不
准出境”，这完全没有必要。吴冠
中代表作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
术馆等公立美术馆都有成系列的
收藏，从学术角度已足够了。为什
么不能让他的其他作品进入全球
性市场去竞争呢？某些貌似保护
国家文化财富的保守做法，实则
还是以小农经济的思路在对待当
今世界的文化大格局、大趋势、大
竞争。

在艺术品市场的培育和导
向上，我们也缺乏作为。非但众

所周知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的起起
落落由西方庄家操弄，甚至中国古代艺术
品的行情也一直在追随着西方古董商的
诱导。我们自己的古代艺术品市场却在这
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的条条框框下，局促
于花里胡哨的清代瓷杂之类，屡屡造就天
价。而自古受到中国收藏家尊崇，在近现
代又为国际收藏界、学术界推崇的中国青
铜器、高古玉器、唐宋名瓷等，却低迷徘
徊，无法施展。

是时候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不断提升
中国艺术品在全球市场和全世界热爱艺术
的人们心中的魅力，吸引全世界来关注、投
资中国艺术品，才是对中国文化艺术财富
的最大保护，才有助于孕育出中华民族的
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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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于
-月 **日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年全球
艺术品市场销售总体下滑 ./，由 )0&亿美
元跌至 )-0亿美元；成交量同比下跌 &/至
-0*'万件。尽管 &'*+年市场整体不景气，美
国市场的销售额却逆市上扬了 1/，销售总
额达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进一步确立
了其在全球艺术品市场霸主的地位。同期，
英国市场销售额下跌 2/至 *-+ 亿美元；中
国艺术品市场销售额则锐减 &-/至 **0 亿
美元。&,*+年美国市场以 1-/的市场份额，
蝉联全球最大的艺术品市场；英国市场以
&*/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中国市场以 *2/

的份额，降为全球第三。&,*1年，中国曾以
&&/与英国同列第二。&,*-和 &,*&年，中国
曾蝉联两年第二名。

近二十年，除了在 &,**年被中国市场
短暂超出，美国市场一直保持着全球艺术品
市场领军者的地位。通过数据来看，这种领
先地位的确立，主要得益于高位成交的高价
艺术品、当代艺术板块的繁荣和国际贸易的
充分发展。美国市场的特点也恰恰反映了全
球艺术品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

高价拍品仍然是市场的主

要推力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两极化的现象
进一步加剧。全球三大艺术品市场几乎垄
断了所有千万美元级别的拍品，其中美国
市场表现尤其突出。&,*+ 年，以超过 *,,,

万美元成交的作品中，美国占了 .&/，英国
为 &*/，中国为 ./。在三国以外的市场中，
以千万美元级别成交的作品微乎其微。该
板块，虽然只占美术品拍卖市场总量的
,3*/，却贡献了 &0/的销售额。&''+ 年至
&'*+年，此板块的成长最为突出，整体增幅
超过 *4,,,/。

以超过 (,,万美元成交的作品，虽然只
占整体交易量的 (/，却占据了总销售额的
+./。近十年，在此价位水平成交的作品的销
售额的增长幅度是中低价位作品的四倍。美
术品（%567 $89）拍卖市场中虽然有 2':的作
品以低于 +万美元成交，却只占总销售额的
*&/。&'*+年，+/的艺术家的作品几乎占据
了拍卖市场总成交额的 .+/，其中 */的艺
术家的作品占据了拍卖市场总成交额的
+./。

战后和当代艺术是最重要的

销售板块

从艺术品的门类来看，&'*+年的成交主
要集中在战后及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两个
板块，且以超高价位成交的作品的比例较
大。&'*+年，战后和当代艺术板块占总销售
额的 1)/，该板块长期由美国市场主导。
&'**年至 &'*+年期间，美国市场在此板块
的占比一直在 1+/和 0'/之间徘徊。&'*+

年，该板块 )*/的销售额在美国市场实现
（英国为 &+/，中国为 *'/）。千万美元级别
的拍品中，美国市场的表现更为突出，近十
年平均销售额占比高达 0&/。中国市场在该
板块的成交主要集中在 + 万美元至 +'' 万
美元之间的中高端市场，在该价位区间成交
的作品约占总销售额的一半。

&'*+年，超过千万美元成交的战后和当
代艺术作品主要集中在 -& 位艺术家身上，
只占该板块所有艺术家总量（*24++'位）的
';&/。以超过百万美元成交的艺术家也只占
该板块艺术家总数的 &/。该板块作品的成
交价位通常在 +万美元以下，其中 (,,,至
+,,,美元的作品数量最大。&,(+年，市场热
度最高的战后和当代艺术家是安迪·沃霍，
仅一人便实现了该板块 0/的销售额。最高
价位的 &,位艺术家虽然只占总销量的 1/，

却现了 1+/的销售额。
现代艺术板块依然是第二大的市场板

块，&,(+ 年销售额上涨 &/，市场份额为
-,/。现代艺术板块的坚挺表现同样得益
于少数几个知名艺术家的创纪录销售，如
毕加索、贾科梅蒂和莫迪里亚尼的作品分
别成为 &,(+年最高价拍品。虽然欧盟市场
&,(+ 年在该板块的成交量份额达 10/，但
销售额却只有 &0/。美国市场的销售份额
在现代艺术板块高达 +&/，主要得益于在
纽约成功成交的高价拍品。美国市场销售
相比 &,,2 年的低位已经上涨了 &.+/，而
同期欧盟市场仅上涨了 &(/。中国市场在
&,,. 年至 &,(( 年期间的市场份额曾高达
+,/，但随后逐年下跌，&,(+ 年销售额的市
场占比降至 &-/。

艺术品国际贸易仍集中在几

个艺术品交易中心

由于国际贸易数据的统计口径问题，报
告数据截止至 &,(1年。经过六年的成长，艺
术品国际贸易额达历史新高。这一方面是由
于 &,(1年艺术品市场的强劲表现，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国际间艺术品的流通性进一步
增强。&,(1年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占据了艺
术品和古董进口总额的 )(/，比 &,,1 年
)2/的份额有所下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进
出口额虽然在近些年有所提升，例如，进口
额占全球比例从 &,,1年的 &/上升至 2/，
出口额从 (/上升至 +/。但仍与其艺术品市
场的实际规模不相匹配。

艺术品国际贸易的发展与财富分配密
切相关。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在艺术品、古
董和奢侈品等领域的双边交易水平较高。近
年来财富人群的地域性分布更加广泛，艺术
品的进出口交易却仍然集中在美国、英国、
瑞士和香港等交易中心。这些艺术品交易中
心集中了大量的供销售的艺术品和古董藏
品，拥有相当的行业专业人才、完善的物流
服务、以及优惠的税收和海关政策，为艺术
品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 !<%$%市场报告的数据显示 &,(+年

艺术品在线交易市场规模大约为 1. 亿美
元，占全球艺术品和古董销售额的 ./。在线
交易主要集中在低价艺术品上，其中 2./的
销售在 +万美元以下区间产生。

!<%$%市场报告对 &,(+年全球艺术品
市场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分析了近年来市场
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为我们了解国际艺术品
市场的动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本文的内容
和数据主要取自该报告，报告的中文版将于
1月底在上海正式发布。

中国艺术品市场份额降为全球第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