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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力  

 

    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而关键的时代。如果要归纳出这个时代最显着

的特征，那就是改变。而这种改变太巨大，也太迅速，以至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虽然

无力掌握改变，然而我们必须、也有责任去尽力了解这一时代。即便在重重的谜幕中，

想要穿透光怪陆离的视象与浮夸不实的说辞，而最终看清事情的真相已非易事，然而我

们别无选择。 

    回顾过去的一年，2005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确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惊诧，甚至带有

些许“神话”般的色彩。 

 

一、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的迅猛扩展 

    在中国艺术品一级市场方面，画廊的数量激增，不仅在经纪代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

占据了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已经一改长久以来的颓势而全面进入了所谓的“赢利时

代”。 

    在二级市场的拍卖行界，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全年有接近80个拍卖公司参与组织

了艺术品拍卖活动，而2004年的相关数据则为50家左右。拍卖机构数量的激增，一方面

导致了全年拍卖场次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高了拍卖活动的成交总额。 

2004年全国拍卖公司共进行了300场次的拍卖活动，印制拍卖图录400余本，上拍数量超

过20万件，成交总金额近60亿元人民币，其中书画类拍卖成交总金额为48亿元人民币；

在2005全年，全国拍卖公司共组织举办了800场次的拍卖活动，平均每天约有2.2个拍卖

专场，印制拍卖图录逾800本，上拍数量超过38万件，拍卖成交总额的增长也十分显

著，全年接近100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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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内地艺术品拍卖业巨头中国嘉德为例，2005年全年的成交总额达17.7亿元，而

2004年的成交总额为10.67亿元。而以国内六大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中贸圣佳、

北京翰海、北京荣宝、北京保利、杭州西冷为例，则共成交文物艺术品20323件，成交

总金额达到52.5亿元，比2004年提高了52%。 

    而处于大中华区域的香港地区，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与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也取得

了同样不俗的业绩。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全年拍卖总成交金额为12.35亿元港

币，而2004年度的拍卖总成交金额为6.48亿元港币，增长率达到了91%；2005年香港佳

士得拍卖公司拍卖总金额为14.47亿元港币，而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8.45亿元港币，增

长率为71%。因此，这两个国际性拍卖公司的总部皆不约而同地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对

香港分支机构的支持力度，并将亚洲市场视为公司未来拓展的重点以及公司利润新的增

长点。 

 

二、中国艺术品市场结构的加速成型 

    以艺术市场相对成熟的欧美地区为例，目前皆以艺术品交易为主轴，形成一级市场

画廊业与二级市场拍卖业既分层经营又彼此扭合的有机的市场结构，此外作为“一级半

市场”的艺术品博览业亦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作用。 

    在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拍卖业发端以来，“拍卖强而画廊弱”的情况似乎是

积重难返。然而到了2005年，这种情形得到了初步扭转。2005年国内画廊业发展神速。

根据初步调研的数据，在国内的主要都会城市，画廊数量的增幅很快，尤其是在北京、

上海等地，甚至形成了若干个影响本地并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的画廊集聚区，如北京的

798艺术区、酒厂艺术区、索家村艺术区、宋庄艺术区、草场地艺术东区以及正在筹建

中的观音堂画廊街区，上海的泰康路艺术区、莫干山艺术区等。而从新近成立的画廊来

看，这些画廊的投资人或主持人由于具有金融、投资、贸易等行业背景与专业知识，因

此其影响力以及具体操作的层面，皆能够打破旧有的条条框框，而取得较好的效果。在

另一方面，随着21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海外资金进入中国画廊界已经蔚

然成风。而在北京，较早的案例有澳大利亚人布朗创办的“红门画廊”，已经历时10年

有余；上海则有“香格纳画廊”，由瑞士人劳伦斯主持，创办也有了近10年的时间。早

期的外资画廊常常受制于当时国内政策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甚至是画廊选址的过程也

令他们大费周折。如今，“红门画廊”以颇具中国特色的东便门角楼作为固定经营的地

点，而“香格纳画廊”不仅有了较为宽敞的本馆，还在上海苏州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

设了空间更大的别馆。近几年来，外资画廊大多以北京为廊址的首选，而投资国别或地

区则更为广泛，包括了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

区、香港地区。从目前的趋向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画廊已经形成了多元竞走的活跃场

景。所谓多元，不仅指的是画廊所经营作品的风格或定位的多元，还涵盖了经营者的背

景、操作的手段、公关的策略等诸方面的多元。但是关心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强调中外

艺术的互通交流，注重对亚太地区艺术的推荐阐发，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国大陆画廊界的

基本认识与共同愿景。 

    与2005年中国画廊业发展相互动的是中国艺术博览业的提升步伐与升级换代。由于

中国画廊业的长期萎靡不振，因此中国艺术博览业的发展基础先天不足，后继更是乏

力，长期以来给人良莠不齐的观感。但进入2005年以来，不仅老牌的艺术博览会如上海

 



艺术博览会、广州艺术博览会焕发了青春，更催生出了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的全新型态

与运营模式，由此既修正了人们对艺术博览会的长期诟病与非议，同时也成为了推动中

国艺术市场发展的进步力量。在2005年5月的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上，成交金额已经突

破了5000万元人民币，并创造了1.2亿人民币的边际效应；2005年11月的第九届上海艺

术博览会，观众人数和成交金额双双创出历届之最，全部观众人次超过5.5万，根据不

完全统计其成交额也达到了5200万元人民币左右，观众人数比上届增加了约7000人次，

成交额也比起去年几乎整整翻了1倍。 

    虽然中国艺术品市场结构真正的完善与成熟仍有待时日，但毋庸置疑的是2005年已

经成为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结构性发展的关键节点和成效显著的年份。 

    

三、中国艺术品市场属性的激变转折 

    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艺术品与经籍同功，因此艺术欣赏当然也成为了一项神

圣而严肃的伦理活动，而起初的艺术品收藏即是为了便于这一活动开展的手段方式。在

中国，皇室的书画收藏活动出现很早，对赋予表彰、劝谏等形而上学意义的艺术品的品

鉴与收藏无疑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然而随着在思想领域儒、道、释的相互竞走，艺术

创作自身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文人画兴起之后在艺术形式与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皇

室与民间的并行互动，艺术品收藏、艺术品欣赏与艺术品品鉴的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关

涉理想、价值、情感、身份、趣味的生存方式，一种值得肯定与宣扬的生活态度。由

此，在对艺术品的鉴藏活动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等审美性的功能得到了空前地提

升；与此同时，对某些“高雅”艺术品的鉴藏，甚至如同“试剂”一样成为了衡量知

识、门第、人格的标尺，成为了关乎地位、阶层的象征。进入新中国，虽则在艺术收藏

的宗旨和意义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与调整，但实质性的精神仍未有任何地移转。在将古

代艺术品视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而加以精心保护的同时，与时俱进的收藏者也将目光转

向新的艺术创造，并通过收藏活动认可、证实与回应着这些新的艺术风格与艺术形式。

正是由于新时期艺术收藏对艺术品的关爱与注视，使得中国艺术品具有了非凡的生命与

力量，具有了延续存在的可能；而鉴藏者更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得以穿过漫长的时间隧

道，与古代精神遥遥相接，又可以借助这些作品，达成时空间的转承，与后来者彼此生

命流注，无有阻隔。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既可以看到艺术收藏在中国的悠久传统，

更可以看到艺术收藏的无限魅力。而事实上建立在如此基础上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必

定带有了更多的精神属性和文化色彩。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属性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日渐强化

投资主旨的当下社会背景中，艺术投资的理念已经从意识启蒙迅急地成为人们普遍的共

识与行为实践。在这样的激变过程中，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明显地转折，

即从收藏性市场向投资性市场疾步迈进。而当中国艺术品市场越来越从收藏性市场转向

投资性市场之后，无论是在资金来源与运用方面，抑或是具体操作手段方面，也越来越

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领域。毋庸置疑，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它不仅正在极大地改

变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外观形态，同时也在侵蚀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原有内涵。 

    通过对金融投资市场的长期研究，经济学家大致定性出三种不同的市场型态，即

“理性型的投资市场”、“感性型的投资市场”、“无法确定的投资市场”。海内外经

济专家普遍认为，目前的中国投资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譬如股票市场、期货市



场基本还处于“感性型的投资市场”的阶段，其特征为投资人对投资风险极为敏感，但

又受困于市场主流信息渠道的不畅通，其投资的依据更多地来源于各种消息面，因此市

场往往因投资者情绪变化的牵动而大起大落。而其它领域的新兴投资市场包括艺术投

资，则显得更不成熟，应该归属于“无法确定的投资市场”类型，目前的基本特征是这

些市场由众多的需求不同、思想迥异而万众一心、纯然以收益为先的投资者组成，换句

话说，他们的目标即便一致但行动不一，缺乏应有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投资方向杂乱不

清，操作并不规范。因此，当金融投资领域各种正面因素与中国艺术市场积极结合的同

时，负面因素也被带入中国艺术市场之中，而浮躁不安的气氛与急功近利的目标更催动

了负面因素的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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