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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在探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理论问题，也不断听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理论
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的讨论，自己也在2005年发表了相近的一组文章，目的就是要研究中国艺术品市
场，并使相应的市场研究工作能够揭示其规律、分析其状态并指导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
当下，中国艺术品市场正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鲜有人触及，遑论一些前瞻性的课题有人关注了。
　　这种现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相应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方面的研究及相应的理论，而是说这些研究及
相应的理论还处于一个相对幼小与肤浅的阶段。
很多时候，理论本身更多的是为理论而理论，可对现实市场的关注、研究及提升做得很不够，也有人
说是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两张皮，理论不关注市场实践的直接结果就是实践过程很难听到理论的声音，
甚至是实践对理论研究的一种漠视与对立。
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仅贻害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从大局上阻碍了中国艺术
品市场健康、全面的发展。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理论建设从整体上说应在五个重要团块中取得突破：　　
首先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理论体系的架构及其系统研究的深入进行。
学科的理论构建当然离不开学科体系的系统研究、实证研究的理性及理论化提升，以及基本的方法论
原理及理论的分析。
同时，注重前瞻性及科学论体系对实践的引导及认识功能，也表明理论体系在架构方法层面是非常重
要的，理论的实践性在这里得到了强化。
　　其次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实证性研究与分析。
对当下状态进行相应的实证性研究，可以说是衡量一门学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对状态的实证分析主要还是利用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即进行共时模式与历时状态的分析与研究。
其中，共时模式又包括要素、结构、行为及环境的分析，而历时状态则更多地考察进化发生发展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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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品的保值增值性是从中国艺术品价格变化的总体趋势来说的，是波浪式上升的。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艺术品价格出现长时期的连续下降也是可能的。
中国艺术品的保值、增值主要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精品是永久保值、增值的。
虽然一些赝品在市场中被炒作得火热、价格虚高，但随着市场的调整，这些伪劣、应酬之作终将降到
“垃圾”行列，精品会大行其道。
　　中国艺术品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集粹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特别是像中国画这样的艺术品强调写意意境和审美本质，更使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具备了很强的独特性
。
如今，随着市场定位、学术定位与历史内涵不断地融入中国艺术品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将具有丰富
精神内涵的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整合为一体的中国艺术品，其价值注定在当今是不菲的。
　　中国艺术品优于房地产的地方还有它的易于变现性，因为它是可以随处移动的，并且具有唯一性
。
而房地产一旦需要买卖，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买者进行讨价还价。
所以，当急需资金时，不易将房地产变成现款。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很灵活。
在藏品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不少先前拥有众多名家藏品的机构和个人可以通过拍卖、画廊，以及私
下交易等形式来将藏品变现，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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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保值增值性　　中国艺术品的保值增值性是从中国艺术品价格变化的总体趋势来说的，是
波浪式上升的。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艺术品价格出现长时期的连续下降也是可能的。
中国艺术品的保值、增值主要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精品是永久保值、增值的。
虽然一些赝品在市场中被炒作得火热、价格虚高，但随着市场的调整，这些伪劣、应酬之作终将降到
“垃圾”行列，精品会大行其道。
　　（四）高价值性　　中国艺术品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集粹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
特别是像中国画这样的艺术品强调写意意境和审美本质，更使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具备了很强的独特性
。
如今，随着市场定位、学术定位与历史内涵不断地融入中国艺术品价值的创造过程，这种将具有丰富
精神内涵的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整合为一体的中国艺术品，其价值注定在当今是不菲的。
　　（五）易移动性　　与房地产投资相比，中国艺术品具有很强的可流动性。
房地产的最大限制是不可移动性，这决定了任何一宗房地产只能就地开发、利用或消费，而且要受制
于其所在的空间环境（邻里及当地的社会经济）。
所以，房地产市场不存在全国性市场，更不存在全球性市场，只是一个地区性市场（城市房地产一般
是以一个城市为一个市场）。
中国艺术品本身体积小、轻便等的特点使其方便携带，具有超地域的使用性和流通性，不受制于时间
与空间的约束，运作起来更加快速、便捷。
　　（六）易于变现性　　中国艺术品优于房地产的地方还有它的易于变现性，因为它是可以随处移
动的，并且具有唯一性。
而房地产一旦需要买卖，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买者进行讨价还价。
所以，当急需资金时，不易将房地产变成现款。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很灵活。
在藏品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不少先前拥有众多名家藏品的机构和个人可以通过拍卖、画廊，以及私
下交易等形式来将藏品变现，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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