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11 月 9 日，郑州文化

艺术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州文

交所）经过河南省政府金融办的

批准后正式注册。这是继天津等

地的文交所之后，国内产生的又

一家文化艺术品交易所。

郑州文交所在产生之初便赋

予自己两大重任：一是解决我国

艺术家收入不高以及作品价格偏

低的问题，二是争夺艺术作品定价

权。面对文化与资本的新突破，郑

州文交所努力实现平台创新、产品

创新和功能创新。像其他文交所一

样，郑州文交所的成立和运作已经

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创新的关键一

步 。 在 完 善 的 法 规 和 监 管 制 度

下，我们希望文交所能够将创新

进行到底，在丰富我国文化产业

投融资渠道的同时，更好地促进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扩大中国

在世界文化艺术领域的话语权。

为了解郑州文交所产生的台

前幕后、其交易规则的制定及发

展方向等业界关心的问题，6 月 16

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郑州文交所

CEO、工商管理博士张保盈。

郑州文交所的成立背景和
两个责任

记者（以下简称记）：可能很

多人对郑州文交所不是很了解，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讲述一下

郑州文交所成立的背景和肩负的

责任？

张保盈（以下简称张）：怎样

把文化艺术品和资本市场对接起

来？我们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

一些工作。我原来是九鼎德盛的

董事长，九鼎德盛在金融产业、文

化产业以及旅游规划方面进行的

研究比较多，我感觉到的一个突

出问题是：文化产业的资源比较

多，可以说是一个金矿，但整个文

化产业的发展与现在资本市场的

对接是不完善的。也正是基于这

些方面的原因，我们一直在想如

何 通 过 文 化 产 业 和 金 融 对 接 渠

道，实现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这

样一个大的对接，最终考虑选择

了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这样一个平

台来解决这种问题。

郑州文交所经过省政府金融

办 的 批 准 后 ，致 力 于 两 方 面 事

情。第一，解决艺术家收入不高

以及作品价格偏低的问题。“大师

作品，泥土价格。”以河南的钧瓷

为例，几百元一件，好点的也不过

万 元 。 并 不 是 因 为 它 的 价 值 不

高，而是因为它的价格太低，所以

为了达到 1 亿元的销售产值就必

须创造大量艺术作品，这就造成

现在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中国艺

术的一个尴尬缩影。

第二，争夺艺术作品的定价

权。中国的大师作品，比如李可

染最贵的作品也就上亿元，但梵

高的画一幅就卖到数亿欧元，合

人民币 40 多亿元。差距为什么这

么大？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艺术

价值不高，而是因为毕加索和梵

高 的 画 都 是 由 国 际 拍 卖 公 司 定

价，他们不大认同中国书画，定价

很低。我们的艺术作品并不是自

己说了算，而大多是国外说了算。

记：您对艺术品份额化的产

品大致是怎样理解的？

张：国际上对待文化艺术品

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画廊，采

用的方式是展示。人们对文化艺

术品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购买，

这是面对面、点对点的模式。另

一种是拍卖，国外的一些拍卖公

司一直掌握着全球的文化艺术品

定价权。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发现，通过画廊、拍卖以及国内文

物商店的做法，不能够解决文化

艺术品定价权的问题。在这个基

础上，我们在研究相关学术报告

以及与相关内部专家学者不断沟

通的基础上，明确了发展份额产

品的整体发展思路。

份额产品交易应该说是一个

创新性的金融工具，这个金融工

具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应该有一

个比较宽松的大环境，允许我们

做这样一个创新的工程。从国家

层面来看，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创

新整体上是比较支持的。

关于一幅画一月
狂涨17倍的理解

记：天津文交所曾经有一幅画

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涨了17

倍，以您的眼光来看，这种画作出

现超高价格的情况是正常的吗？

张：在文化产业当中，我们应

注意一些现象，即涉及到供给平

衡的问题，也就是投资需求的问

题。前一段时间天津文交所白庚

延的两幅作品，由于市场供给比

较少，资金的追求比较多，造成供

不应求，这种供给严重失衡的最

终结果就是出现了 17 倍涨幅。站

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属

于市场中比较正常的现象。

记：只是因为供不应求？

张：因为供不应求，才会出现

这 种 情 况 ，我 认 为 是 正 常 的 情

况。但是如果只看到媒体单方面

炒作，看到价格一下涨了 17 倍，就

会觉得很不正常。当然，一个产

品的价格和价值之间肯定要走向

一种平衡。任何一个产品，不管

价格再离谱，最终都要回到原来

价值的本来面目。要给天津文交

所时间，不能认为涨 17 倍之后，最

终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它

还在寻找一个平衡点。由于供给

太少，造成了这种背离价值的曲

线形式出现，我认为从经济学角

度看是比较正常的。

正因为艺术品交易走了一个

完全创新的模式，大家对它才比

较关注。价格和价值之间最终都

会走向一个平衡点，但这需要市

场说话，而不是某一个人说，或者

某一个机构说了算。

记：依您来看，这样的情况会

出现在郑州文交所吗？

张：从郑州文交所目前制定

的规则来看，我们不追求过度的

炒作，在规则上制定了一些相关

的制度措施，这些制度是在研究

了国内这方面市场状况之后制定

的。如规定每一个艺术品份额购

买不超过 200 人，3000 万元的艺术

品，有 200 人购买，最少是 15 万元

买一份，就是想提高整个参与者

的资金门槛。另外，我们提高了

他们的资格门槛，要求必须是银

行 VIP 客户这些特定人群才可以

参与，必须是某一种卡的客户，比

如交通银行的是沃德卡，广发的

是真情理财卡，这两个卡开卡过

程中，最少需要 30 万元以上的资

金。在门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

作，建立一道“防火墙”。

此外，在交易的过程中，第一

天不对价格做出限制，进场交易

价 格 是 放 开 的 。 因 为 越 压 抑 价

格，价格越疯狂上涨，反而对市场

不利。第一天我们就想看看市场

的能量，因为第一天涨到一定的

程度，它必然就会下跌。郑州文

交所对每天的涨跌幅控制在 10%，

月度是 100%，每年是 600%，从这

几个方面对它进行了相关限制。

当然，也有些人提出，如果这样过

度限制，会影响市场投资热情，因

此我们引进国际最成熟的做市商

制 度 。 做 市 商 制 度 是 什 么 意 思

呢？如果有投资者想卖这个份额

产品，那么在市场没有人正常接

盘的情况下，他是要买的；如果有

人买，没有人卖，做市商要卖给需

要买的人，这样能够把交投之间

的活跃程度和连续性真正对接起

来。此外，我们有一个 T+1 的制

度，大家都知道 T+0，可以每天把

交易量做到一个很大的程度，T+0

如果速度比较快一些，一天一个

份额可以交易十几次二十几次都

是 很 正 常 的 。 郑 州 文 交 所 采 用

T+1 模式，就是当天交易完毕后，

第二天才可以继续交易，这样我

们在制度上就限制了“爆炒”。

用资本市场对接艺术品
到底是“金矿”还是“毒药”

记：对于投资者来说，用资本

市场对接艺术品，可能不知道这

对自己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您

认为这到底是毒药还是金矿？

张：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至今，

还没有真正为我们文化产业提供

一个大的平台工具：文化产业形

成了自身发展的小圈子，从事文

化产业的人对于资金金融方面的

了解不是很多。从现在整个资金

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做金融和

投资银行的一批人对文化产业又

不是很了解，造成我们在发展文化

产业的过程中，文化、产业与资本这

三者之间无法对接。造成我们在如

何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上，金融业

没有好的思路，但是文化产业又急

需金融和资金的支持。所以说郑州

文交所的这种模式，基本上打通了

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渠道。这种

渠道是一种创新的工具，能够解

决文化资金资本对接的大问题。

由于它是新生事物，目前国际上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有靠我们

自己不断去摸索去解决。

记：您的观点是艺术品收藏

不涉及民生，那您觉得文化艺术

品投资的发展前景会怎样呢？

张：文化产业发展，像收藏品

一样可能是一个小圈子的市场。因

为国际上参与收藏品工作的人员，

在国外大的拍卖行，产品是谁的和

买方都不公布，这样的话，一个小的

文化收藏品市场，通常是少数人在

做。所以，不会涉及大的民生。

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文化

收藏品市场是稳健发展的，我们

收藏一件艺术品，随着时间延续，

它会不断增值。就目前的和田玉

来说，价格已经涨到几千倍甚至

上万倍，这个时间也就是 20 年，任

何一个投资产品能够达到什么样

的高度，恐怕很难预料。另外像

紫砂壶，就目前情况来看，有的已

经超过上千万元的价格，而以前

紫砂壶的价格比较低。所以艺术

品和文化连接到一起，是同根同

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品带有

文化这样一个概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毕加索

和齐白石几乎是同一个时代，毕

加 索 的 绘 画 价 格 超 过 了 一 亿 美

元，齐白石的绘画价格目前还在

一亿元人民币左右，就这个价格

空间来讲，中间相差至少 10 倍。

中国的文化艺术品包括收藏品市

场，如果能够把这个行业发展的不

良现象，比如赝品排除出去，那么

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还是有很多空

间的。郑州文交所看中了这种大

背景，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整个

国际空间所在，因此完全有信心

把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对接的问

题处理好。

解读艺术品市场膨胀现象

记：有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

的艺术品市场非常红火，成交量从

2000年的12.5亿元直接攀升到573

亿元，您如何解读艺术品市场急剧

膨胀的现象呢？

张：现在社会上有过量的资

金在流动。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在

回笼资金，而另一方面市场上仍

有大量的资金，其中不少都在追

逐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市场，并

不断寻求各种投资机会。在这一

背景下，收藏品市场成为一个不

错的投资渠道，因为艺术品有不

错的保值增值空间，因此就出现

收藏品的成交量与成交价格不断

攀升的局面，当然，这也是全球物

价上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收

藏品市场有其保值增值的优势，

投资者追捧自然也有其道理。

记：我 们 知 道 ，艺 术 品 投 资

中，一件作品在不同估值体系里得

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您认为郑

州文交所挂牌艺术品的估值和定价

方面，如何体现它是合理的呢？

张：国内的艺术品在鉴定和

估 值 方 面 ，没 有 国 家 的 法 定 体

系。收藏品的鉴定工作，一直都

是我们国内面临的一个大难题。

对于一些鉴定估值，国内有现成

的且具有影响力的鉴定机构，我

们通常会和这些在国内有影响力

的现成机构进行沟通，由他们对

我们的收藏品和进行份额交易的

产品进行鉴定估值。如果国内没

有对这个产品较大较强能力的鉴

定估值机构，我们只能根据现状

去组织自己的鉴定委员会。

比如说我们的首批份额产品

《蓝田泥塑》，如果单纯交由其他

鉴定机构来鉴定估值确实存在难

度。王蓝田大师获得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授予的工艺美术大师的

称号，他的作品在市面上整体流

通是很有限的，并且很多收藏品

只有一件两件。我们首批推出的

《蓝田泥塑》是 83 件，代表了王蓝

田大师一生的艺术成就。这种组

合的艺术形式是一种非常稀缺的

资源。我们在与河南省美术馆建

立了相关的托管手续后，组建了

王 蓝 田 大 师 作 品 的 鉴 定 专 家 团

队，因为河南省美术馆对绘画雕

塑这块研究的比较多，而且这方

面的收藏也比较多。

假如我们把《蓝田泥塑》拿到

其他一些机构去鉴定，可能他们

熟悉和了解的程度没有河南省美

术馆以及我们组建的专家组好，

因而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

组织不同的专家组进行鉴定估值

工作。这也是我们国家现有的鉴

定估值体系存在的问题和郑州文

交所自己的实践，最终我们必须

拿出一个好的鉴定意见和中允的

价值估计。

甄选作品的策略以及
郑州文交所的交易规则

记：除了估值外，我们在挂牌

交易的作品甄选过程中，要遵循

怎样的原则呢？

张：我们在进场交易的份额

产品方面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唯一性。唯一性不好判

断，只能根据业内的标准来鉴别，

比如我们的《蓝田泥塑》是 83 件大

组合，目前国内要把这类组合完

全弄到一起难度是很大的，很难

再组成这样一个 83 件的作品，所

以说是唯一性的。

二是要求高价值。因为份额

产品整个收藏量非常大，就目前

我 们 接 到 的 甄 选 份 额 产 品 的 品

种，恐怕是用几百件甚至上千件

的概念来论定，所以说在这样的

基础上，为避免工作量陷入过小

份额里去，我们制定的整个工作

标 准 就 是 1000 万 元 ，但 是 这 个

1000 万元的标准主要是参考目前

国内的一些价格，比如说是拍卖

价格或者其他一些交易价格，在

这个基础上，郑州文交所才进行

进场审核估值等方面的工作。

三是支持民族文化产业。首

批 份 额 产 品《蓝 田 泥 塑》是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目 前 正 在 做 的 动

漫甚至图书的版权等等，以及其

他 一 些 对 我 们 民 族 传 承 有 较 大

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文

交所都会努力做一些工作，希望

这些都能进入我们交易的份额产

品中来。

记：对于所有 的 文 化 艺 术 品

交易所来说，投资者最担心的应

该 是 有 没 有 潜 在 的 资 金 被 挪 用

现象？

张：现在的资金制度和十几

年前根本不一样了。整个交易是

在银行预约，个人的开卡账户开

到 自 己 的 账 户 上 。 在 购 买 过 程

中，资金是给将来的持有人的资

金，在进入市场交易后，采取第三

方银行存管的业务，由银行来做

第三方。这个钱在个人账户上，

文交所和资金没有关系，买方如

果想买份额产品，也在银行开户，

这个钱存到自己账户上，根据交

易系统的交易指令，银行再把这

个钱从一个会员投资者账户划入

另一个会员投资者账户。

记：文化艺术品在文化艺术

品交易所上市交易需要做很多工

作，比如对艺术品鉴定估值、托管

等等，这些过程都涉及到原持有

人付费，这种付费标准是怎样的？

张：目前据我们了解的状况，

有关托管，也就是美术馆和博物

馆对份额产品的托管，实际上有

业务托管的行业标准，像律师事

务所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而且

国 家 司 法 部 也 制 定 了 一 些 收 费

标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国 际 和 国 内 都 有 一 个 成 熟 的 收

费标准，所以份额产品的原持有

人 在 这 个 产 品 进 场 交 易 的 过 程

中所支付的费用，不会超过正常

的 国 内 业 务 水 平 的 收 费 标 准 。

费 用 大 致 不 会 超 过 整 个 份 额 产

品的 5%。

记：对于文化艺术品交易所

来说，也没有额外的收费？

张：郑州文交所是按照国外

和国内正常的佣金标准来收取费

用，不会额外收取其他费用。文

化艺术品交易所本身就是一个创

新的机构，涉及到保险、其他托管

的费用，可能需要原持有人以及

未来的投资者承担一些费用。这

个费用不多，主要产生在鉴定、估

值、产品托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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