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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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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人或许认为! 禁止外资拍卖

行在中国内地拍卖文物! 有助于防

止文物流失"盗墓"走私和保护国内

拍卖业的利益#但我认为!这可能会

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

此举势必迫使外资拍卖行全力

进攻我们真正的软肋$

盗墓古已有之! 虽然自古都被

视为违法的劣行! 但和有无拍卖无

必然关系$至于文物走私!越是国力

衰弱! 民间收藏式微之时! 越是猖

獗! 因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会往经

济发达地域流动!这是经济规律!和

有无拍卖也无关系$ 反倒是中国近

十几年来!拍卖推动了收藏!使得过

去流失海外的文物大量返回$

保护国内拍卖业利益更无从谈

起$ 因为在文物级艺术品拍卖领域!

外资拍卖行与国内拍卖行相比!并不

占太大优势$譬如古代和近现代名家

字画!国内拍卖行无论在总量和质量

上!整体已超过苏富比%佳士得$

在中国文物领域! 话语权基本

在中国人手里$ 我们已建立起相当

规模的典藏体系" 专家队伍和学术

积淀$即使西方最大的博物馆!在研

究中国文物方面也不会无视中国的

学术意见$

所以说!在这场商战中!中国文

物不是外资拍卖行的最大优势!他们

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中国艺术品市

场的最大软肋是在当代艺术板块$

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在艺

术品市场上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经

验"人脉"典藏"学术体系以及威望$

而这些正是我们所缺的$ 他们非常

懂得如何选择和炒作艺术家! 而我

们与之相比!几乎是白痴$

上一波&中国当代艺术'的炒作

仅仅是他们小试牛刀$他们玩&中国

当代'的时候!听过哪位中国权威的

意见吗(没有#在这个领域!我们甚

至连讨论话语权都为时过早)))因

为我们固有的艺术体系和学术经验

根本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商言商! 这些老牌拍卖行本

来更倾向选择能最快% 最方便赚到

钱的领域入手# 如果我们允许它拍

卖古董字画! 那它当然会用主力去

做这个成熟的% 很方便就能来钱的

市场# 多些外国人来经营中国文物

有什么不好( 多些人来给中国古董

字画托盘! 有利于稳固和提升中国

文物的国际地位# 难道你希望看到

中国古董只有中国人自己玩! 国际

上无人托盘!全部抛盘给中国(

但现在你让苏富比% 佳士得进

来! 却又不让它拍文物和经典名家

艺术作品! 那它只能竭尽全力去做

中国当代艺术以及西方艺术# 西方

艺术品领域!我们是空白*而在运作

当代艺术领域!我们的画廊"拍卖行

以及学术机构! 目前似乎没有可以

与之匹敌者$

中国未来艺术的话语权将落入

谁手(

我们死死守住通往古代的那扇

小门! 向试图进来的洋人喊+&玩别

的去, '好吧!那它只能进入中国艺

术通往未来的大门!那里没有劲敌!

无人看守!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爱自己国家民族的文物!

但不能偏执$过去重要!当下和未来

更重要$

我这样说! 并非希望阻止外资

拍卖机构涉足中国当代艺术! 而是

希望我们能以更开放的胸怀! 更理

性的思考!更积极的姿态!更全球化

的眼界! 来设计更合理的法规和机

制! 推动中国艺术以及艺术品市场

未来的发展$

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大的软肋
! 林明杰

! ! ! !在纽约以 !"#万美元 -约

合 $###多万元人民币. 竞拍得

到苏轼/功甫帖0-见右图.的刘

益谦!最近为是否将这件作品带

回上海而头痛$ 高额的入境税

费!可能让他不得不以&借展'的

方式将此帖从香港带入$

"#%"年!一场艺术品查税

引起的风波如同多米诺骨牌!从

最初的收藏家% 境外拍卖行!延

伸至艺术品经纪人%当代艺术推

手!并向国内拍卖行以及艺术基

金%艺术信托等艺术金融资本领

域倾倒$ 许多人第一次才知道!

原来从海外买到艺术品不仅要

加关税!还要加增值税!有些还

有可能要加消费税$

有人给刘益谦的这件苏轼

/功甫帖0的入境税费算了一笔

账+/功甫帖0价格 !"#万美元!

运费为 %### 美元! 保险费为

%####美元-仅为象征性预估.!

海关核定的货物完税价格 &即

'()价*为上述三者相加之和!即

!"%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 $#"+

万元! 进口关税按照优惠税率

,-计算!为 .#%/++万元$ 同时!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0! 艺术品还需缴纳 %0-的

增值税$ 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1

2进口关税3'()*4%5消费税税率

6书画进口不涉及消费税! 该项

为 #*!那么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

为 6.#%++## 元3$#"+#### 元*4

%1$."$++##元$ 以该数字为基

础! 应纳增值税额1增值税组成

计税价格!%07! 即 $."$++##

元!%0-18#$."+!元$ 应纳增值税额

与进口关税之和!即 %"##多万元$ 如

果/功甫帖0通过报关的方法进入到上

海的话!那实际上它的&身价'就应该

是 ,"##多万元人民币$

&艺术品税收的政策法律条款早

已制定! 只是当下加大了执行力度$

海关征税是依法征收!可是征税又客

观上阻滞了回流的进程$ '北京华辰

董事长甘学军的这番话!其实代表了

许多业内人士的观点$

从全球的情况来看! 在美

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新西

兰%韩国%俄罗斯和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地! 艺术品进口关

税均为零! 一些国家和地区还

对艺术品增值税有大幅优惠或

减免$以美国为例!对于艺术品

的进口采取零关税政策$ 中央

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副院长

刘双舟表示! 从税收负担角度

考察! 中国大陆地区和美国的

平均税负并不悬殊$两者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税收结构上$两种税制结构给

交易者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美国等

利用零关税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品交

易到美国!交易行为会给美国带来很

多艺术品交易之外的收益$中国大陆

地区名义上税率很高!但是一方面将

大量交易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由于大

量走私偷税逃税现象的存在!导致实

际税收收益非常低$

策展人被“困”何处？
! 乐梦融 艺

术
品
高
额
入
境
税
弊
大
于
利

!

方
翔

"

佳
士
得
拍
卖
会
预
展
场
景

本
报
记
者

胡
晓
芒

摄

"

预
展
展
出
的
雕
塑
作
品

! ! ! !什么是策展人( 我们为什么

需要策展人(

理论上说! 他们推动艺术观

念的发展!推出新的艺术形式%发

现有价值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 环顾四周!

这类人很少$

与之形成触目的对比! 中国

的艺术圈每天举办的艺术展览数

不胜数!一部分所谓的&策展人'

低吸高抛%炒作次品%指鹿为马%

欺瞒传媒%坑蒙买卖双方$ 而熙熙

攘攘过后!有几场展览!普通观众

还能历历在目(

当下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策

展乱象!倒逼着我们!有必要梳理

一下&策展人'的概念$

什么是策展人？
&1策展人2 一词源于英文

19:;<=>;2!顾名思义!就是展览策

划者! 具体是指在艺术展览活动

中担任构思%组织%管理的专业人

员# 西方艺术圈中所谓的策展人!

原本多是博物馆馆长% 图书馆馆

长等需要学术背景和管理技巧等

跨学科的重要角色! 他们还掌握

着管理%市场营销%传播%教育等

领域的知识#

策展人是一场展览的灵魂!

就像乐队的指挥! 又像一部电影

的制片人! 控制着整场展览的形

式表达% 风格走向以及成本支出#

简要地说!在一场展览中!他设立

了主题!组织协调一批艺术家进行

创作!并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便

利*另一方面!他也要承担批评家

的职责!围绕展览主题!控制展品

的品质!平衡创作与主题之间的分

歧# 最后!他还要在艺术作品和公

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全面考虑如

何扩大展览的影响!增加作者的知

名度!为展品寻找到买家#

此外!在艺术产业链中!策展

人应该在筹资%组织%主题%设计%

布展% 导览和维护等多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

不等于独立策展人
在 /美国博物馆协会3策展

人伦理道德规范0中!如此描述

博物馆策展人的职责+在他们的

领域中保持学术发展的当前性!

开展原创性研究并发展新的学

识!以贡献他们所在领域的以及

作为整体的博物馆职业的知识

体的进步44

由于我国很多博物馆策展人

的身份和职权不明确! 展览部门

相关工作更多是参与展览行政业

务! 而非发展学术研究# 与此同

时! 藏品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完成

一般的研究%修复%常设展等方面

的工作以外! 很少主动参与博物

馆临时展览#

所以! 大多数人听到策展人

时! 很自然地将他理解为活跃在

当代艺术圈内的独立策展人群

体# 实际上!前者供职于不营利的

公共收藏机构! 后者为自己的研

究方向服务!自己寻找赞助#

策展人的操守
无论是机构的策展人!还是独

立策展人! 策展人的职业操守之

一!就是保持中立!追求学术立场#

策展人只有保持中立的态

度!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才能通

过学术引导! 把一些真正优秀的

作品推向市场! 推动艺术市场的

繁荣!同时!引导观众正确客观地

观察艺术市场#

但如今!部分策展人!往往在

选择参展艺术家时!挑选跟自己利

益相关的艺术家! 依附商业机构!

例如挑选自己画廊代理的艺术家%

自己的学生% 个人喜好的艺术家

等!只有很少一部分从学术角度选

择学术上&站得住'的艺术家#

这等乱象与中国策展人的身

份有关!一般不会太纯粹!兼有多

重身份! 有的本身就是画廊的老

板! 直接参与画廊运作或者占有

画廊股份# 这样的策展人可以通

过在画廊里运作或者通过杂志宣

传跟自己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的艺

术家!受利益关系的驱使!他们梳

理出的展览结论! 大多是吹捧和

溢美#

这类左右互搏的把戏! 出产

的是一件又一件价格虚高的艺术

作品# 这腐蚀了策展人这个行当

的公信力! 在尚在培育期的中国

艺术品市场里!观众岂能买账(

如何赚到应赚的
策展人邹文介绍!在国外!一

个展览的前期投入资金是包含策

展人的那部分费用的# 策展人会

按份额从中提取相应的费用# 而

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一个展

览能有资金支持就很不容易了#

而且即便有了资金也是划拨到艺

术家手里! 或者干脆直接由艺术

家来承担这笔费用#

这种普遍现象带来更严重的

后果是! 由于中国策展制度的特

殊性以及策展资金来路困难!参

展艺术家会倒转过来! 按照自己

的作品选题!预先设置展览议程!

策展人成为了被雇佣的帮手!只

不过是利用其学术背景或职业背

景!赞美自己的作品!以期望抬高

自己作品的市场价格#

同时! 策展活动需要相应的

资金!全靠国家掏钱是不现实的#

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文化艺

术基金的积累%管理和发放机制!

甚至缺乏支持产生这种机制的政

策法规# 在这些根本性的支持没

有解决之前! 策展活动很难有根

本的改观#

这也就是说! 只有在不屈从

于市场和资金压力的条件下!策

展人才能昂首成为一场展览的主

心骨! 去启迪出一个个鲜活的艺

术个体! 最终梳理出了像样的学

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