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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版画价格都很便宜，而这几年
增长岂止百倍，几年前大量收藏版画，财富
便这样积累起来了，然而，眼下很多入门级
的投资者一心执着于徐悲鸿或齐白石这类

‘化石级’艺术家大作，这是艺术品投资的
最大误区。”徐溅忠表示。

据悉，随着现代设备、技术的发展，
造假技艺日新月异，艺术品、收藏品投
资，尤其是已故大师的作品，赝品十有八
九，如果投资者收入假货，那损失将是无
可估量的。

他认为，普通的投资者若要加入艺术品
投资行列，不如趁着低位，去收一些当代学
院派的作品，如果是学院派的大师就更好。
如要收藏瓷器，不如去景德镇寻，当前，景
德镇就有很多大师级人物的作品；如果藏书
画，那些中美协、中书协的名家作品就已经
是最理想的选择了。当然，务必整理好配套
的收藏证书、视频、照片等资料。须知，好
的收藏品都是有目录可寻的。

对于艺术品投资，大多数市民还不
懂，容易被“名头”忽悠，因此，一些体
制内的“艺术家”们千方百计要混个一官半
职，就出现了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有60位副
主席的天大笑话。须知，齐白石不过是个木
匠。优秀的艺术家，还是得看他的作品，
第一眼看去一定要耳目一新，与众不同，
强烈的个人风格是画家所有艺术素养的集
中体现。

“作为一个入门级的收藏爱好者，我的
收藏会从很多细节上考虑，比如，这张桌子
可以替换家中哪张桌子用，一个梳妆台能用
具有艺术价值的梳妆台替代，便根据自己的
经济能力加以替代。”刘建国说，“事实上，
艺术品收藏未必是高额投入，在宁波，不乏

‘草根收藏家’，有很多朋友去过七八十个国
家，却一点东西都没有带回来，着实可惜，
我一说，他们每次回来都会帮我带一些回
来，那些来自土耳其、印度、刚果等极具特
色的国家的小东西，有酒壶、煤油灯等，价
格都非常便宜，但都将成为我艺术品收藏梦
里的最好点缀。”

21
茶座

甬商总会官方发布

茶座

张
文
君

荣
宝
斋
宁
波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裘
燕
萍

天
一
阁
·
月
湖
景
区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徐
溅
忠

华
茂
美
术
馆
馆
长

邵

洁

海
丝
之
花
国
际
艺
术
港
负
责
人

洪
凯
玲

宁
波
世
纪
凯
炫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袁
涌
泉

金
融
资
深
专
业
人
士
、
宁
波
银
行

刘
建
国

宁
波
市
青
年
创
业
创
新
协
会
秘
书
长

本
期
嘉
宾
（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近几年来，艺术品投
资收藏市场有多热，你知
道吗？

仅今年，中国嘉德
2018 春拍，李可染 1978
年作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图
以 1.265 亿元成交；北京
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宋
代《汉宫秋图》以1.24亿
元成交；苏富比 2018 春
拍，钱维城《台山瑞景》
以1.46亿成交……

从 2000 年 到 2015
年，艺术品的年化投资回
报一直维持在20%以上。

艺术品兼具消费与投
资双重属性。人们对艺术
品的需求既可能源于其本
身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也
可能来自以之为载体进行
财富保值增值的需要，抑
或是两者兼顾。

然而，这一行业的野
蛮生长，导致市场规范性
不足，也使得目前普通投
资者对该市场的信任度不
高。

那么，在宁波，艺术
品市场现状如何？普通投
资者如何进入市场？市场
该如何规范？本期12A茶
座就来谈谈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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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投资，你准备好了吗？
记者 崔凌琳

“业内曾有这样的说法，‘全国艺术品收藏看浙江，浙江
艺术品收藏看宁波’，可见宁波在艺术品投资领域的江湖地
位不低。”宁波市青年创业创新协会秘书长刘建国说。

然而，过去这十几年来，北京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八大
独立艺术区、七大艺术品市场、六大名画廊等一系列规模宏
大的专业化集聚市场；上海借助自由贸易区发展优势，建成
全球最大的上海自贸区综合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直接涵盖
了从仓储到评估鉴定、修复、交易、展览展示、拍卖等各种
功能；广州依托岭南文化艺术品较强的生产力以及背靠港澳
的区位优势，不断强化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国内外影响
力；杭州则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艺术品一级市场，打响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
品牌……宁波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却未掀起太大波澜，这是为
何？

“事实上，宁波有着庞大的藏家群体，整个宁波艺术品
收藏品类也很齐全，什么书画、玉器、陶瓷，名石、钱币、
票券等都不在话下。”刘建国说，“但据他这十几年对市场的
了解，宁波的艺术品收藏呈现出‘两头朝外’的态势，即采
购、拍卖都是在外地，包括上海、香港，甚至更远，比如慈
溪，曾有藏家组织飞机抱团前往香港、日本等地拍回各种宝
贝，我在宁海、余姚的一些朋友，亦多半经由上海等地的拍
卖市场出手，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而在本土专业的展览、展会中，本土藏家的交易热情却
不高。对此，海丝之花国际艺术港负责人邵洁感触颇深。她
回忆，2016年，她曾从俄罗斯带来16幅名家作品在荣宝斋
展出，三个月后才好不容易有宁波藏家订走一幅，但杭州的
藏家一亮相，便轻松收走了80%的作品，剩下的则被北京和
南京的高校所收。

“除此之外，宁波绝大多数的艺术品收藏大鳄凭着坚实
的经济基础，并不热衷于推广、交易，比如，我们华茂美术
馆的藏品里，单是油画，就不乏上亿元的珍品，但老板从未
考虑拍卖或其他任何方式的交易。”华茂美术馆馆长徐溅忠
坦言。

宁波收藏圈卧虎藏龙
大鳄喜欢往外走

艺术品作为商品的第一属性是消费，只是这种商品比较特殊，
具有普通消费品所不具备的保值增值功能。当然，艺术品投资不应
仅仅局限在高净值人群之间，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的就是给
艺术消费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在人均GDP超过12万元的
宁波，即便是艺术品消费市场也始终犹如温吞水，令人费解。

“宁波东方商埠，富甲之地，宁波人从来不缺钱；宁波又是水
城，更是财富之城、流通之城，我们认为，这样的口岸型城市是具
备流通力的。”邵洁说。然而，从2016年起，她的海丝之花艺术港
连续三年参加宁波市文博会，始终是参观者多，交易的少。

不可否认，宁波的艺术品市场主体整体实力并不强。据市文广
新局调研显示，宁波文化艺术品市场中，在册经营的相关企业共
5763家，明确从事文化艺术品经营的733家(其中画廊73家、画店
53家、商业性展览57家、艺术品交易所44家）。然而，在现有的
42个市场中，经营企业集聚数量在5家以上的仅8个；733家从事
文化艺术品经营的企业中，经营面积100平方米以下占68.5%。

“文化艺术品的创作、销售和拍卖，首先离不开地方传统工艺
的发掘利用。”荣宝斋宁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君说。比如，宁波
传统工艺美术，在我国工艺美术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一批篆
刻家、书画家的作品都深受全国藏家得青睐。

在80后、90后的住房装修中，以往抽象的涂鸦正在被淘汰，
如何让本地艺术家作品率先进入眼下主流人群的消费市场，将本地
的艺术家与巨大的消费市场对接起来，又如何把收藏者压抑的分享
愿望激发起来，让沉淀的藏品展示出来，适当流动起来……这些都
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不过，张文君表示，我市艺术品的保护和传承还存在着规模
小、扶持少、人才缺、阵地散的问题，这间接影响了本土艺术品的
生产和销售。“上海大型展会多半人气旺盛，就在前段时间，张江
的一场由民营机构策划的现当代国际艺术品展览会，两个月吸引了
20万人次观展。”邵洁称，“但在宁波，市场的主体结构和支撑体系
都未建立，目前尚无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做艺术品保险，没有一家银
行愿意做艺术品金融，没有一家物流公司愿意做艺术品运输。很多
时候，我们实际上并未面对真正的市场，而是闭门式展出。”

而眼下，宁波大众收藏爱好者、投资者最常光顾的古玩市场，
往往又是鱼龙混杂。“倘若古玩市场如同博物馆那样，也能引入专
业的准入机制，有场地、研究人员、藏品等各种具体的要求和指
导，市场或许一定程度上有望朝着相对健康的方向发展。”天一
阁·月湖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裘燕萍说，“艺术品消费今后将成为支
撑艺术品市场转型的重要力量，艺术品市场或将成为大众消费市
场，而宁波历史悠久，经济发达，老百姓的投资意愿也强烈，只要
市场、金融、媒体多措并举，艺术品消费潮流何愁发展不起来。”

艺术品消费市场大有可为
但需要配套和引导

当代学院派、
大师作品是入门级收藏首选

经过多年努力，我市成功打造了中国(宁波)特色文化
产业博览会、宁波国际城市艺术博览会、保税区国际艺
术品馆等三大展会。此外，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口博
览会”之一的宁波保税区国际艺术品馆，通过“保税+文
化”的模式进行保税展出，文化艺术品由境外进入保税
区，免征关税、增值税，自2016年开馆以来，一批来自
欧洲的名贵油画、古董家具、雕塑等亮相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