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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顺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专家认为——

艺术品市场金融化是个趋势
本报记者 张晶晶

2010 年关于艺术基金的消息

频频传来。民生银行于年初推出

“非凡资产管理——艺术品投资计

划2号”，并称全额售罄且提前一周

结束募集。6 月 12 日，国投飞龙艺

术品基金保利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在京成立。同日，怡桥财经艺术

基金在北京 798 艺术区成立。7 月

3日，德美艺嘉联合兴业银行、北京

歌华文化创意产业基金联合打造

的德美艺嘉艺术基金正式成立，并

面向全球发行……

如此多的艺术基金在半年内

迅速成立，这使得人们在关注之

余不禁追问：国内始于 2007 年的

艺术基金已成立了 10 多家，它们

在 艺 术 市 场 中 扮 演 了 怎 样 的 角

色？收益率如何？前景如何？本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文化部文化市

场发展中心研究员西沐。

是散户时代的结束
还是市场多元的体现

记者：上半年国内的艺术基

金发展非常迅猛，通常艺术基金

募集资金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

元，这些资金的入场，会给艺术品

市场带来多大影响？

西沐：专业性或者具有专业

性背景和人才操作的艺术基金的

涌现，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来

说，不在于资金量的大小，因为相

比中国艺术品市场几千亿元的规

模来说，这些资金的规模也许不

算什么。但它出现的重要意义在

于推动了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的

发育，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金融

化起到了普及、教育及示范作用。

记者：有人认为，目前国内的

艺术基金大部分还处于不规范状

态，基本上是在靠人脉和游说来

募款，您觉得艺术基金在当下的

市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西沐：艺术基金的成长需要

环境和收藏文化的支撑。传统艺

术品市场形成的收藏文化和资本

时代需要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

为环境在变、经济基础在变，这对

投资行为、方式及其评判标准的

确立都有影响。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金融化是

大势所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艺

术品资本市场的发育与发展是其

核心，而艺术品资本市场发展的

突破口是艺术品投资基金。艺术

品 投 资 基 金 现 在 只 能 说 刚 刚 起

步，其对艺术品资本市场的突破

与带动意义深远，特别是教育与

示范影响会更大。

记者：艺术基金的纷纷成立，

是否意味着散户时代的结束？

西沐：中国艺术品市场有其

自身的规律，我们可以大体将其

分为把玩、密玩阶段，鉴藏、收藏

阶 段，专 家+投资阶段和资本时

代。在资本时代，艺术品的显著功

用就是投资工具。由于市场环境

趋好，体制性支持不断到位，艺术

品市场正在成为一种投资平台，而

现在机构资金的大量介入，也意味

着市场的公开性不断加强。

同时，基金及其他投资形态

的介入，说明艺术品市场进入了一

个比较高级的市场形态，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艺术品市场多元化形态

的结束，而是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

了，针对性和专业性更强了。

艺术品价值量化是否可行

记者：您如何评价用量化的

标准评估艺术品及艺术家价值的

做法和观点？

西沐：很多地方成立了艺术

品产权交易机构，他们遇到的最

大问题可能就是艺术品价值的评

估。价值评估涉及理论研究、人

才队伍、体系与环境等诸多问题，

如艺术品价值的构成是什么、每

一部分如何量化等，在这些问题

没有解决之前，建立相应的量化

价 值 评 估 体 系 的 愿 望 是 非 常 好

的，但是理论研究、架构设计、人

才及流程的优化等方面是一个系

统的工程。很难想象，某个基金

凭一己之力，能把一个很社会化

的 工 程 的 每 一 步 都 做 得 非 常 完

美，但这种努力与尝试，无疑会促

进整个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的完

善与发展。

记者：从您的研究来看，相对

于股票、房地产等投资项目，艺术

基金的收益率怎样？目前民生艺

术基金 1 号理财计划的收益率是

12.75%，您觉得这个数字足以吸

引投资者吗？

西沐：艺术基金投资收益问

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基金的定

位、管理层是否专业、是否具有前

瞻 性 眼 光 以 及 运 作 能 力 的 高 低

等，我们不能就某个个案的表现

来评价整个艺术品基金获利能力

的优劣。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随

着国力的增强，中国艺术品的国际

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它的投资回报

是值得期待的。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所有艺术品会带给投资者均质

的、同等的回报。在上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大部分艺术家的作品

价位差不多，但到了今天，有的艺术

家作品的价格涨了 100 倍，有的还

在原来位置。这涉及到价值认知与

选择标准的问题 ，只要有准确的定

位、专业化的管理以及一套切实可

行的规范与办法，从长远来看，相

对于股票、房地产，艺术基金投资的

收益一定是被看好的。

短平快或中长期
投资周期各取所需

记者：民生银行于 2007 年推

出的首款艺术品投资计划理财产

品，1 期产品期限设定为 2 年，2 期

设定为 23 个月，当时很多人不看

好，认为周期太短。很多人认为

健 康 的 艺 术 基 金 往 往 周 期 比 较

长，您怎么看？

西沐：艺术品投资和其他的

物质化的商品投资是不同的，有

其自身的规律。艺术品价值的建

构过程及其价值的形成与发现，

可能比其他投资需要更长时间。

它除了本身所具有的物理价值、

艺术价值外，还附加有文化价值

及历史价值。人们对文化附加值

的发现、挖掘，是艺术品价值增加

的重要方式。

短、平、快的艺术品投资也是

一种方式，但它往往具有一定的

投 机 性 。 这 种 投 资 以 价 格 为 导

向，风险较大。我赞成艺术品投

资走“价值投资”的路线，这要求

艺术品的投资周期是中长期的，

至少不低于3年，最好是5年、10年，

甚至更长时间。

记者：艺术基金在选择艺术

家上，似乎更青睐于已经成功、获

得认可的艺术家。

西沐：选择 什 么 样 的 艺 术 家

和 艺 术 基 金 的 投 资 定 位 、策 略

与 路 径 有 关 。 如 果 基 金 的 产 品

期 限 是 两 年 ，走 价 值 投 资 之 路

就 不 一 定 来 得 及 ，艺 术 品 价 值

的 形 成 需 要 有 一 定 的 时 间 和 时

限 。 短 期 的 投 资 肯 定 得 选 择 成

功 的、稳 定 的、市 场 认 可 的 艺 术

家，因 为 市 场 的 发 育、认 知 是 需

要时间的。

记者：对于有兴趣投资艺术

基金的人，您有什么建议？

西沐：成功的基金有以下特

点：首先明确的定位很关键，包括

盈利、文化、艺术取向的定位；第

二要有科学的运营架构，包括科

学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流程和有

效的管理架构；第三要有一支非

常专业的顾问队伍和运作团队；

第四是善于把握大形势，对市场

有出色的掌控能力。一个基金若

把这几方面做好了，它的发展就

会是比较健康的。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继在

江苏、四川、重庆、广东、湖南巡展

后，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

画院、中国美术馆、重庆市委宣传

部、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重庆

市文联共同主办的“周顺恺画展”

7 月 18 日 在 北 京 中 国 美 术 馆 开

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

建敏观看画展，全国政协副主席陈

宗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党组书记张玉台，国家民委党组书

记、副主任杨传堂，解放军海军政治

部副主任姚文怀少将，中国文联副

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冯远，

以及中国美协、中国国家画院和中

国美术馆有关领导，首都文艺界、美

术界人士2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周顺恺现任重庆画院院长、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重庆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本次展览展出了画家历年

的创作精品，包括大型历史画、人物

画和少数民族风情画40余幅，其中

有在全国美展中获奖的《最后的嘱

托》、《巴金》，有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的《东渡黄河》，有表现重庆历史的

《重庆谈判》和表现三峡移民的《告

别三峡》、《搬迁》，以及与李宝林合

作的由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纪念

邮票《大会师》主图巨幅原作等。

在当天召开的研讨会上，业内

专家纷纷表示，周顺恺的中国画

作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具有深

刻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其人物画、

历史画重意境创造和心理刻画，

在喧嚣的当下显得沉静、质朴。

中国美术馆与阿布扎比美术馆举办交流活动
本报讯 （实习记者朱永安）

7 月 14 日 晚，一 场 名 为“ 规 划 未

来——古根海姆阿布扎比美术馆

的极致”的艺术沙龙在中国美术

馆举行。古根海姆博物馆荣休馆

长托马斯·克伦斯就古根海姆阿

布扎比美术馆的筹建背景、规划

设计及博物馆的运营理念等进行

了介绍，并与中国美术馆的相关

团队展开了交流。

克伦斯说，古根海姆阿布扎

比美术馆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无论

在资金投入、建筑规模、设计理念

以及为艺术家和公众提供服务等

方面都将成为目前的极致，同时

美术馆的设计与运营将在本土化

和全球化方面做到更好的平衡。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讨论中

表示，建设新一代美术馆需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中国美术馆新馆

的建设将在展现中华文明和服务

城市未来发展方面形成自己的特

色，古根海姆阿布扎比美术馆的设

计理念与建设经验将成为一种有

益的借鉴。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首都和王

室的所在地，根据规划，阿布扎比

一块临海的三角洲将被建成以博

物馆为核心的艺术文化区，该艺

术区内除古根海姆阿布扎比美术

馆外，还将有阿布扎比卢浮宫、阿

布扎比演艺中心等诸多“未来风

格”的艺术建筑。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由嘉

德在线和北京时代美术馆联合主

办的“楼上青年——2010 青年批

评家提名展学术研讨会”近日在

时代美术馆举行，嘉德在线总裁

陆昂以及吴鸿、杭春晓、何桂彦、

段君、刘礼宾、杜曦云、王春辰、鲍

栋、盛葳共 9 位在当下颇具活力的

青年批评家到场参与讨论。

“批评家提名展”出现于上世

纪90年代，是在传媒、大众、官方都

忽视批评家群体的大背景下，批评

家采取的一种策展方式，以此推动

他 们 认 为 有 价 值 的 艺 术 家 被 关

注。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

这种策展方式存在的必要性被再

度提及。杭春晓说：“提名展不是

一个评判展，批评家提名艺术家绝

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是批评家近

期学术研究的切片。批评家提名

展的实质是呈现正在介入和接触

当代艺术的批评家怎么看待正在

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实际的功利

心。因此在展览的整体规划上，是

否呈现出了每个人的学术立场最

为关键。”

但王春辰认为，在展览如此

繁杂的今天，同是批评家的提名

展，由于立场不同，结果也可能会

完全相左。因此，“提名展应更多

地提出问题，充分传达出青年批

评家对事物的敏锐性。”

围绕“提名展的展览模式在

现时阶段下存在的必要性”“青年

批评家与当代传媒的新型关系”

“第四代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展览

实践”等议题，研讨会上，批评家们

对提名展以及如何与媒体形成良

好的互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报讯 （实习记者朱永安）

7 月 16 日，由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

所长王岳川教授领队，徐双喜、萧

华、励明安、邬杰民、周兴旺等数十

名书画家组成的艺术家代表团来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驻

地，亲切慰问了这里的全体官兵。

艺术家们在听取了三军仪仗

队学习、训练基本情况的介绍后

向三军仪仗队捐赠了自己的书画

作品。三军仪仗队官兵为艺术家

们表演了全套司礼仪式，艺 术 家

们则现场泼墨，表达了自己对新

时 期“最可爱的人”的深厚情谊。

书法家徐双喜在两张长 10 米、宽

3 米的宣纸上分别书写了巨型榜

书“龙”“虎”二字，喻示三军仪仗

队“威武之师，龙虎精神”，将笔会

交流引向了高潮。

三军仪仗队主要担负着迎送

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军队高级将

领及纪念、庆典等重大国事活动

的仪仗司礼任务，代表着我国的

军队形象。

专 家 研 讨“ 批 评 家 提 名 展 ”策 展 方 式

首都书画家慰问三军仪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