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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很长时间没有一个成规模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很多中国人，对艺术品是没
有价格概念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驻京的西方人的推动下，艺术品市场慢慢成形，并在2000
年后形成气候。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的艺术品从走向市场化就有了“国际化”的色彩。这个过程正好
赶上了国际艺术品市场资本化的时期，以致在各种复杂原因的共同促成下，中国的艺术品在2006年左
右成为国际艺术品市场的宠儿，中国当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家也成了财富神话的重要角色。在这个神
话的带动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快速崛起，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开始打造以市场为先导的“文
化创意产业”，或大或小的艺术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不过，对这种火爆的局面
，有识之士并不乐观。他们认为这个现象有泡沫化的嫌疑，因为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国的社会系
统中并不对称。和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情况不同，中国国内并没有形成健康良性的
艺术品消费市场。广大中国民众和看似火爆的市场几乎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市场的购买主体是西方人
和少数国内的资本投机者。也就是说，这个看似热络的市场并无真正的社会市场基础，只是少数人的
财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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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像收藏入门指南》内容简介：照片市场包括图片库、摄影画廊(影像收藏的一级市场)和影像拍卖(
影像收藏的二级市场)。《影像收藏入门指南》介绍影像市场、展览准备、作品定价、限量、影像作品
的收藏级保存及相关法律问题，还阐述画廊的定位、运营和影像作品的运输方法以及限量、销售、装
裱和推广之间的关系。《影像收藏入门指南》收录的图片均为影像收藏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希望
能对广大摄影师与影像收藏投资者有所启发。

Page 3



《影像收藏入门指南》

作者简介

张匡匡，2009年6月创办北京天影无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8年2月～2009年5月就职于北京798艺术区
映艺术中心，担任艺术总监助理兼销售总监；2008年11月策划参与在故宫举办的《中日摄影交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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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会员，全日空杂志等多家杂志的签约专职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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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摄影师把照片交给画廊代理到照片出售需要经过细致的准备，也就是说画廊在销售摄影作品
的同时，必须进行各种信息的梳理和建档，如将摄影师的作品图录、出版物、媒体报道、销售数据、
制作工艺和尺寸、展览设计（请柬、海报、标签）、中英文简历、作品的中英文标题等整理清楚。除
上述共同资料以外，每个摄影师还会有不同资料需要整理归档。画廊建立的时间越久，积累的资源越
多，就越需要对摄影师的档案进行及时的更新和备份。此外，画廊还需要建立藏家档案，因为光有资
源没有买家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藏家的档案应包括藏家的基本联系方式（电话或邮件，邮件最合适，
可以不打扰藏家）、购买历史、喜好分析等，这都需要一位资深的销售来完成。此外，一旦画廊有新
展览或适合藏家收藏品味的作品，应该马上给藏家发送邮件并邀请他们参加开幕式，还必须从买家的
角度考虑作品是否真正具有购买前景。国内摄影画廊运营的门道，画廊要根据画廊的自身定位而进行
长时间的积累和摸索。就国内而言，随着前几年艺术品收藏浪潮的兴起，艺术品价格屡创新高，同时
画廊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以798艺术区为例，从初期每平米的租金为几毛钱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几元钱，
画廊的运营成本在成倍地上涨。地处艺术区中心地段的画廊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艺术家、观光客
、私人收藏者会络绎不绝地进入画廊参观，从而使画廊达到一定的商业目的，特别是小型画廊，仅售
书、纪念品或海报的收入就能保持基本收支平衡。如此一来，即便没有任何摄影作品的销售，也能够
维持画廊的正常运营（当然，赢利是谈不上了）。

Page 6



《影像收藏入门指南》

编辑推荐

《影像收藏入门指南》是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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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深入浅出，入门必备。
2、入门而已
3、摄影收藏的入门书。对“影像收藏中国困境和出路”的采访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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