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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在人大国学馆发布 2013年度研究报

告。七项课题研究成果集中发布，这是艺术品金融理论研究和实践部门的一次思想盛会。发

布会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艺术品金融研究所所长庄毓敏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伊志宏教授首先致辞。她说艺术品市场是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人民大学鼓励理论与实践结合，倡导校内外、多学科跨界合作。中国艺术品金融研

究所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整合校内资源，同时汲取其他研究机构的学

术力量。经过开题报告、中期成果汇报和结项报告等几次研讨，听取了来自金融界、艺术品

市场界和学术界等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研究报告从经济学、金融学、艺术市场管理、法学等

多个视角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相信会给大家不同观点的碰撞和收获。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教授对艺术品金融研究所成立一年来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艺术品金融研究所搭建了政策咨询、实务操作和学术研究三个平

台。2013年初向社会公开招标，来自中央党校、对外经贸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广发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经济学院、农发学院、法学院等专家学者成为首批 7项研究课

题的负责人，主要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艺术品金融论坛邀请艺术品金融

的业界领袖与大家分享艺术品金融服务探索和创新的理念和思路，研究所与业界前沿实践建

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每周一次的艺术品金融学术沙龙主要阅读国外的学术文献，同时还邀

请艺术家、藏家和拍卖公司总经理来交流对艺术品市场的感受，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15期

学术沙龙，聚集了一批忠实的参与者。 

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隽教授发布了年度主报告。主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阐述了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学意义。艺术品市场经济学意义除了人们熟知的财务回报以外，近

些年艺术品资产的高收益性，吸纳了大量流通中过剩的货币量，艺术品资产的特殊功能是研

究艺术品市场缓解贫富矛盾的基础。第二部分从艺术品的评估、艺术品的进出口、艺术品基

金和艺术品拍卖的法律法规问题等方面对艺术品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国际比较。第三部分聚焦

艺术品的金融服务，介绍了产业链金融、艺术品指数和艺术品保险等三项研究成果。第四部

分从政策环境和宏观环境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认为

短期来看，艺术品市场可能与经济一同承受转型与调整的影响。中期来看，如果我国经济顺

利完成转型并进入新的增长阶段，经济形势向好和货币供给稳步恢复将支撑艺术品市场进入

上升周期。长期来看，必须着眼建立经济增长与艺术品市场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随着

财富的积累与需求层次的提升，艺术品市场具有广阔的前景。最后，年度报告为中国艺术品

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接着年度发布会进入嘉宾评点和讲演环节，与会嘉宾都对艺术品金融研究所的报告给予

了高度评价，认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民生银行总行文化产业金

融事业部副总裁万晓芳分享了民生银行在艺术品与银行产品对接中的创新理念和思考。工银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丛林认为艺术品本身交易市场体系的建设还很不完善，艺术品金融的

市场风险远远大于一般的市场风险。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张天就建设多层次的文化资

本市场谈了他的看法，认为艺术品市场至少是两个市场，一个市场是商品市场，第二个市场

是艺术品的权益性市场。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沈易明从道教的角度阐述了

艺术品信托产品的特点。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杭分享了艺术品

企业未来的转型、发展和投资策略等看法。希望与会来宾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品金融研究

所的理论和实践的工作，发挥研究所影响政府的智库功能。中央美院特聘教授龚继遂认为中

国老百姓参与艺术品市场的热情远远超过欧美国家，他分享了美国艺术品估值的体会和心

得，并就当代艺术的特点等问题回答了与会人员的提问。佳士得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资深专

家戴岱分析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 

最后，艺术品金融研究副所长陆华强做了总结发言，并就 2014年研究所的课题招标进

行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