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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艺术界，书画是一种传统艺术流派。泼墨挥毫，笔

走龙蛇，留下的墨宝传世，经典佳作。这其中所蕴含的价

值观和文化观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浓厚的艺术色彩，让书画

拥有独特的韵味和色彩。传统书画艺术根据继承和自主创

新，依托当代各种传播渠道和方式，为市场交易开辟广阔

的空间。统一有序的市场管理和合理的艺术评价指标体系，

能使书画逐渐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指导意义。

2 起源的痕迹——书画市场金融化的起源与
概念

中国书画销售市场巨大。根据我们所调查的数据显

示，2019 年度市场艺术数据报告显示出中国的纯艺术品在

拍卖市场上大放异彩，中国纯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上拍量达

到 151490 件，成交量为 66106 件，2019 年中国书画上拍了

140584 件，成交量为 59044 件，总成交额达到 28.14 亿美元，

流拍率为 58%。由此可见，书画艺术产业链在中国文化创

意产业布局中占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力。

我们还发现，根据招商银行所发布的公告《中国私人

财富》报道所称：艺术品正日益成为居民投资的新渠道，

书画作为艺术界的珍宝，他所拥有的价值和含金量都是极

高的。从古到今，书画艺术家所做的精品都被各界人士所

收藏或者拍卖。书画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是因为其不仅具

有极高的价值，还具有欣赏和收藏性，所以这也是书画工

艺品所具有的独特性和稀有性，这决定了书画工艺品高收

益的投资价值。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书画所具有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行业所发现，其中之一就

是金融企业。

书画艺术品的独特造型，使得书画艺术品销售市场和

金融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完成交叉结合，提高了书画艺

术品的销量，也使得书画艺术品成为金融产业化的销售支

柱。书画市场的金融化，有利于金融资本融入书画艺术品

市场产业，逐渐形成完备的、能够提高书画价值的财产，

金融投资的资本以及投资的一体化。书画市场逐渐走向金

融化产业之中，这既能为金融产业和金融投资者提供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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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和打开投资市场的空间，还引入了新鲜血液，对书画

艺术市场的发展和飞跃起到了推动作用 [1]。

3 金融与艺术融合的形式

3.1 艺术基金
我们了解到，艺术基金是把工艺品项目产品作为投资

的目标，让艺术作为成为金融产品的一部分，从而具有盈利

和升值的功能。其主要特点是独立托管、技术专业化管理方

式、组件项目投资、风险共担、盈利共存。

3.2 艺术信托
艺术品和信托相融合之后，所具有的含义也相应地发

生变化。艺术品可以作为金融产业的信用凭证和资产的最终

定价，从而得到更高的价值。同时，艺术品作为资产化被

卖给投资者，它可以将优化后的资产重新投放到该市场行业

中，形成新一轮的循环。

3.3 艺术品典当
艺术品典，通俗地讲就是将艺术品抵押。在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金融企业能够为艺术品提供贷款上的

担保合同、工艺品贷款服务等，多为金融机构向高净值客户

（如私人性质的银行和家族性质的办公室客户）提供服务。

中国潍坊银行于 2009 年首次发布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流程，

以希宁国的作品作为抵押发放了 262 万元的贷款。

3.4 艺术银行
传统定义中的艺术银行通常由政府部门授予存量基金

或由现行政策担保。根据购买的艺术大师作品，将作品出租

给政府部门、公司组织、本人等，用于庆典活动和鉴赏等。

从而扶持本土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和发展。根据调查所显示，

现如今世界范围内开设的有关艺术银行的金融机构明显增

多，比较知名的艺术银行有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新加

坡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这为艺术品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充

实的基础。笔者认为在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关艺术银行的

金融机构。

4 繁荣中的隐忧——中国书画市场金融化的
瓶颈与现状

中国书画金融化虽然近年来不断发展，但也面临不少

困难。

4.1 现状
4.1.1 “厚今薄古”现象严重

在当今收藏行业的书画市场项目投资中，“厚今薄古”

的局面十分突出。从项目投资来看，目前中国古代书画收藏

总量较少，赝品较多，价格普遍较高。投资古代书画作品对

客户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的书画投

资十分红火，成交屡创新高，成交价已超亿元。这也说明，

如今的书画炒作火爆，书画市场运行机制还不成熟。

4.1.2 在鉴定中难以辨别真伪
书画作品的合理评价和书画作品的有效退出是制约书

画市场金融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国书画市场机制不完善，部分作品技术专业

书法家难以辨认，尤其是金融企业对这件事情不精通。金融

机构习惯于对不动产进行估价，如房地产和土地，他们对书

法作品的经验很少，几乎没有任何合理的价格。我们发现，

近年来随着赝品技术的日益成熟，我们整个市场对国画作品

的鉴定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4.2 瓶颈
4.2.1 评价缺乏第三方机构

书画作品的评比是基于书画的书写和储存质量，以及

行业的市场情况，以书画作品的真伪为基础的价格判断。投

资人按照金融企业项目投资国画作品，必须拥有众多中小投

资人的项目投资权益，最好聘请独立的第三方专业人士进行

评估。

但是，中国第三方权威评审机构仍然不足，没有中国

领域公认的权威评审专家名册，没有对书画领域权威专家工

作能力的量化分析和评价指标体系绘画评论 [2]。

4.2.2 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书画艺术作品的创作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受到

书法家自身素养、心态、心理状态等影响。即便是同一位书

法家在不同的历史时间、自然环境、不同的题材下创作的

艺术品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发现，市场上的需

求量和艺术家自身的知名度并不能真正地影响作品的价值，

如果只根据这两点来判断艺术品的价值，笔者认为这有失偏

颇。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收入提升，从而发展精神方面的娱乐，在这样

的市场大环境下，中国书画艺术品的价格和它自身的价值已

经渐渐出现了偏离的态势。艺术家急于求成，顾客盲目跟风，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书画市场的风险，也导致艺术品价值泡沫

化的现象。

4.2.3 市场信息不对称
书画市场只有在买卖自然环境公平合理、双方信息内

容完全透明的情况下，才能推动收藏品市场的发展。由于信

息披露滞后时间长、自然环境传播的封闭性、信息披露不完

整等原因，中国收藏品市场的相关信息相对不对称，与艺术

家、收藏家或观众缺乏有效沟通。为了促进艺术品的公平交

易，确保艺术品的完整性和活动性，艺术家、消费者和艺术

品市场中介机构之间的透明度对于促进市场的公平、开放以

及打击假冒、欺诈和其他邪恶行为是必要的。

5 书画艺术市场发展趋势

5.1 本土化发展清晰，产业密度高
近代以来，由于市场需求和当前政策的推动，中国书

画市场区域市场竞争更加突出，区域收藏品市场专业化和

文化融合的双重发展战略将互动交流，国际艺术市场也将

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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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各种资本的参与
传统文化艺术品销售市场存在于交易双方之间，无法

产生业务规模，也无法保持销售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态势。

推动传统文化艺术品销售市场转型发展，需要高度重视金融

资本、民间资本和文创企业资产的成效，充分吸引了金融企

业和民营企业文化监管机构入驻。文化艺术品资产与服务平

台的紧密结合，提高了收藏品市场资产的流动性利用率，重

新焕发了市场活力 [3]。

5.3 新业态快速发展
目前，书画艺术品销售市场形成了新的商圈，有两个

关键方面。一是平台化交易方式的自主创新和互联网科技收

藏品市场的发展趋势。二是依托互联网技术，书画文化艺术

品资产流转的商业运作模式更加活跃，书画交易更加便捷高

效。书画艺术市场走低，重构书画艺术品市场生态系统。此

外，随着书画艺术品销售市场 O2O 时代的到来，促使大家

进入书画艺术品市场，扩大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前景。

6 结论

这些分析表明，中国书画市场金融化发展难度较大，

在创新方面面临诸多复杂问题。但是，中国文化金融科技的

发展趋势能否产生突破点，最终将取决于能否找到一个可以

朝一定方向发展的“焦点”，从而有开创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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