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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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艺
术品进出口经营的 23 家，艺术品
电商平台 17 家，租赁、拍卖、鉴
定评估企业相对较少，分别只有个
位数。此外，我市文化艺术品市场
共有 42 个，但经营企业集聚数量
在 5 家以上的仅有 8 个，分别为：
慈溪市城隍庙，奉化溪口风景区，
高新区扬帆广场文化园区，海曙区
宁波古玩城、范宅文化商场、鼓楼
艺术品市场、灵桥市场，鄞州区会
展中心。八大市场中，鼓楼艺术品

市场、宁波古玩城、范宅文化商场
集聚度较高，拥有文化艺术品经营
企业数量分别为 39 家、22 家、20
家；扬帆广场文化园区、鄞州区会
展中心、灵桥市场拥有企业数量分
别为 17 家、15 家、12 家；慈溪市
城隍庙、奉化溪口风景区集聚度相
对较低，市场中经营企业数量分别
只有 6 家和 5 家。这些文化艺术品
市场经营的主要有七大类产品，分
别为工艺美术品、绘画作品、书法
篆刻作品、雕塑雕刻作品、装置艺
术作品、艺术摄影作品以及上述作
品的有限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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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前举办的第三届中国 （宁波） 特
色文化产业博览会盛况空前，55.7
万人次参与，4天的展览现场成交
额 5.47 亿元，意向成交额 14.5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5%、23%。宁
波国际城市艺术博览会 2016 年展
出了 2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2000 余
件作品；2017 年展出了 3000 多件
艺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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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技术的发
展，不断改变着宁波文化艺术品市
场的生态，从线下实体店到网上画
廊、网上拍卖、网上展览等，并发
展到互联网电商、互联网金融的实
践。与此同时，艺术衍生品发展迅
速。2014 年，在浙江省宁波茶文
化博物院举办的“文化创意与城市
发展论坛”上，百位宁波商界、艺
术界人士与来自台湾文创界的专家
探讨如何将台湾经验应用于宁波艺
术衍生品上，在探索中，吴冠中的
画作 《双燕》“飞”上了宁波玉成
窑茶具。在宁波一些时尚派对上，
经常能看到印有本土艺术家林海勇
作品的日常生活用品，如丝巾、丝
棉纺服装、手机套等。

文化艺术品市场：

如何拥抱大众消费时代

现状现状 八大市场初具规模，新型业态不断涌现

在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
的宁波，文化艺术品消费却一直
热不起来，这种现象确实令人费
解。

无可否认，宁波的文化艺术
品市场主体整体实力不强。42
个市场中，经营企业集聚数量在
5家以上的仅有8个；733家从事
文化艺术品经营的企业中，经营
面积小于 100平方米的比例高达
68.5%。

许多本地消费者的观念比
较保守。在信息网络技术高度成
熟的今天，他们还是喜欢去传统
的画廊、画店、商业性展览会和
艺术品交易所购买艺术品，而通
过拍卖消费的只占 2%，通过艺
术品电商平台购买的仅占6%。

在市文广新局的一项调查
中，59%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
宁波自身提供的文化艺术品品种

“较少”和“太少”。文化艺术品

的创作、销售和拍卖，离不开地方
传统工艺的发掘利用。以“朱金木
雕、泥金彩漆、金银彩绣、骨木镶
嵌”为代表的宁波传统工艺美术，
在我国工艺美术行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但是，我市传统工艺美术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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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影响了本土文化艺术品的生产和
销售。

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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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艺术
品消费今后将成为支撑我国艺术品
市场转型的重要力量，艺术品市场
或将成为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大众消
费市场。宁波历史悠久，经济发
达，老百姓的投资意愿强烈，只要
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我市的文化
艺术品市场一定能得到快速健康发
展。 （王芳）

为文化艺术品消费再添一把火

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消费进入大众消
费时代，周边城市如
上海、杭州、苏州等
地的文化艺术品消费
纷纷迎来“井喷”，
而宁波却依然不温不
火。如何抓住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机遇、
推动我市文化艺术品
消费转型升级成为当
务之急。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黄金婷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
地依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
赋，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品
市场，不少做法值得借鉴。

北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专业
化集聚市场，有享誉国内外的八
大独立艺术区、七大艺术品市
场、六大名画廊。最有代表性的
798艺术区入驻成员包括：18家
艺术空间、15 家画廊、10 家时
尚店铺、8家个人工作室，还有
与之关联的 8 家广告与设计公
司。

上海借助自由贸易区发展的
优势，建设全球最大的上海自贸
区综合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该
中心将涵盖从仓储到评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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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艺术
品一级市场，打响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工艺和民间
艺术之都”品牌。策展人张家玮把
十位艺术家的作品搬到了一家西餐
厅，客人可以一边享用西餐，一边
欣赏艺术家们的展品，感兴趣的，
只需扫扫二维码，就能在线下单。
杭州艺藏文化有限公司的移动互联
网“看展神器”艺术狗，半年时间
就获得 30 多万用户；电商交易平
台“艺术猫”，已经和上千位艺术
家达成了合作。（崔小明 整理）

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打造特色鲜明的艺术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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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 （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展示的传统工艺美术作品。 （周建平 摄）

图 示

在我市文化艺术品市场的成长
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市场主体的整体实力不
强。企业整体规模偏小、效益欠
佳。据了解，宁波文化艺术品经
营企业中，经营面积小于 100 平
方米的比例高达 68.5%。以画廊为
代表的一级市场经营者，大多资
金不够雄厚，经营规模不大，只
满 足 于 做 一 些 短 、 平 、 快 的 交
易。而以拍卖机构为核心的二级
市场活跃程度不足，年交易额较
少，去年有些拍卖行的年交易额
基本为零。抽样调查显示，41%的
实体经营效益不好，较好的只有
15%。

其次，本土创作力量整体偏

弱，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宁波在
不少艺术品创作领域具有较强的
实力，也不乏较为杰出的、在国
内有较强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创
作者。但从创作群体的整体能力
来 看 ， 相 较 于 邻 近 的 杭 州 、 苏
州、上海等地，仍然相对薄弱。
南都艺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说，中高端的艺术创作者
在宁波市场的成长较困难，跟他
们一起从事相关创作的宁波同行
不少已经转行或者迁移出去，该
公司的产品则主要面向苏州、杭州
和上海市场。市文广新局调查显
示，认为市场上宁波自身提供的文
化艺术品品种“较少”和“太少”
的比例达59%。

再次，市场定位不明确、特色

不鲜明。八大市场大多存在企业类
型繁杂、经营品种杂多的问题。如
作为古玩市场的“金钟”，茶叶经
营户占了大半；在天胜古玩市场唱
主角的是花草鱼鸟；范宅因为体制
问题，至今无法统一规划；“太一
祥”75%的营业范围是珠宝，“汉
林玉府”更是刻意避开老货，以售
卖和田新玉和翡翠为主。一些更大
的古玩商选择自己开会所、进拍卖
场，在小圈子里交易。惟一一家专
业从事古玩生意的“钧元”，在缺
乏其他行业配套的情况下，今天的
处境也较为尴尬。而鼓楼艺术品市
场更是被各地小吃的烟火味包围
着。

第四，信息化程度低，依赖传
统的销售模式。问卷调查发现，消

费者大多是在传统的画廊、画店、
商业性展览会和艺术品交易所进行
艺术品消费，而通过拍卖消费的仅
占总消费比例的 2%，通过艺术品
电商平台购买的只占 6%。这充分
说明，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在艺术
品经营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据
统计，733 家文化艺术品经营企业
中，84%的企业没有采用信息网络
技术。

此外，市场交易的信用体系不
够健全。鉴定评估体系不健全，缺
少具有合格资质的鉴定评估师，也
缺乏系统完备的艺术品大数据系
统。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经纪人制
度，画廊与画家之间缺乏有效的合
同约定，成为宁波画廊陷入经营困
境的主要成因。

问题问题 经营主体实力不强，创作力量未能集聚

宁波拥有庞大的藏家群体、业
余古玩爱好者和艺术品消费者。
2017年，宁波人均GDP超过20000
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消
费正处于换挡升级之际，文化消费
潜力巨大，文化艺术品市场面临难
得的发展机遇。业内人士认为，要
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推动文化艺
术品市场快速健康发展。

积极培育文化消费市场。宁波
文化艺术品市场应定位为大文化艺
术品范畴，不能局限于文化艺术品
收藏或投资。要精心打造一批在国
内有影响的诚信画廊、文化艺术品
展会及文化艺术品经营公司。积极
探索文化艺术衍生品产业发展，推
动艺术作品与大众市场结合。鼓励
画廊等艺术机构与商店、酒店、大
型商业中心、商贸综合体进行跨界
合作。推动范宅、天元古玩一条街

的入驻商户组织开设双休日专场、
艺术早市与夜市；和丰创意广场、
文山创意广场、1844 艺术生活中
心等，两周一次开设面向普通市民
的艺术集市；在南北高教园区，依
托宁波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等高校，推出大学生艺术创意集
市，鼓励和支持在校大学生的艺术
创作与实践。

大力培育特色艺术园区与产业
基地。通过政策支持与创新驱动，
围绕泥金彩漆、青瓷、木雕、石
刻、根雕等特色产品，谋划建设特
色基地与艺术园。设立专项基金，
对进驻艺术园区与基地的艺术家，
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将鼓楼艺术
品市场打造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工
艺美术交易市场，提高宁波国际城
市艺术博览会在全国的影响力；进
一步做强古玩市场，提升宁波古玩

城艺术品交易规模，提升范宅文化
商场的品牌效应。

积极打造文化艺术产业品牌。
培育壮大文化艺术品龙头企业，打
造跨地区的重点工艺美术集团企
业，带动工艺美术产业的提升和壮
大。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培育一批
有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的名牌产
品。打造工艺美术名师、名品、名
企、名店、名街，大力开展传统手
工技艺、工艺美术基地的评估、认
定、授牌等工作，促进工艺美术品
申报保护专用地理标志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

创新经营与交易模式，推动市
场转型升级。积极推进艺术与科技
的融合，加大“文化+科技”“文
化+互联网”融合力度，依托产业
协会牵头组织，成立由科技企业、
画廊等艺术机构、艺术家和科技产

品设计师等组成的宁波艺术科技产
业联盟。推动艺术电商发展，重点
培育在线艺术品展示、交易、拍
卖、定制等新业态。加快推进艺术
金融化的进程，成立宁波文化艺术
金融服务中心，引入银行、保险、
证券、基金、担保、信托等金融机
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打造文
化产业金融服务链。扩大文化艺术
品贸易规模，加强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艺术交流，实施文化艺术产
品“走出去”促进机制，打造国际
艺术品交易中心。

对策对策 打造基地培育品牌，推动市场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