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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品市场的经济学:艺术品市场的魔鬼与天使》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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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健，字绍功，四川成都人。南京东南大学研究生院硕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结业。曾任中国艺
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市场研究中心调研员、上海道林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投资分析师，现任教于浙江
传媒学院管理系。兼任“家庭财富网”顾问、《经济新视野》编委，以及《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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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艺术品经济　　收藏经济初见端倪　　奈斯比特和阿伯丹（Naisbitt&Aburdene）曾经预
言。在21世纪，艺术品投资将取代证券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人类主要的投资方式。虽然到目前为
止，他们的预言仍然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品已经成为了继证券和房地产之后
的第三大投资热点。　　在国外，许多银行都把3％左右的利润用于艺术品投资。例如，德意志银行
（DeutscheBank）下属的250多家分行就在进行着公开的艺术品投资。迄今为止，该银行已经收藏了超
过10000件艺术品，比德国现代美术馆收藏的艺术品数量还要多。此外，新加坡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新加坡星展银行（DBS）也分别拥有1 500多件和1300多件艺术品。事实上，瑞士银行
（Swiss Bank）、英国富林明投资银行（Robert FlemingGroup）、意大利圣保罗银行（San Paolo）、澳
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West Pacific Bank），以及亚洲地区的泰国泰华农民银行（Kasikorn Bank）、中
国台湾玉山银行（E，Sun Bank）等金融机构一直都在进行着艺术品投资。不仅如此，从l 979年开始，
荷兰银行（ABNAmro）、美国花旗集团（Citi Group）和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Morgan Stanley Group
）等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还先后推出了艺术品投资的咨询服务，并且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　
　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对艺术品的偏爱，数千年来一直从未间断。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全国性的收
藏热却只有三次。第一次出现在北宋末年，第二次出现在“康乾盛世”，第三次出现在清末民初。历
史上的这三次收藏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第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都视收藏为乐事
；第二，艺术品的复制品和仿制品层出不穷，而且常常以假乱真；第三，在艺术品市场上，艺术品的
成交相当活跃：第四，关于收藏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此基础上，朱浩云曾经作出这样的推测
：“中国的第四次收藏热即将来临。”他的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六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稳定：　　第二，中国的民间收藏活动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第三，
艺术品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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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健先生对艺术品市场的研究重案例，重比较，重实践。他的理论功底非常好，理性的、定量的
经济学分析被他应用到了艺术领域。本书深入浅出，将其中的奥妙说透了。最为难得的是，他具有较
好的国际化视野，走在了艺术的前列。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带我们穿越了传统的艺术品收藏的
森林，而且引领我们走上了全球化的艺术品投资的新区。　　——李文子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
领袖　　马健兄苦心钻研“荷叶上的舞蹈”，找出其特点，梳理其规律，观微扬大。未算谆谆善诱，
也是苦口婆心。成就卓越，敬佩!　　——余元康　　亚洲艺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二十多年来，中
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迅猛、充满活力，但同时也表现出了复杂和无序的独特性。要想对这样庞大纷繁的
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既困难重重，又充满挑战。据我所知，年轻的马健先生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
是目前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希望这本记录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文献能够成为文化瑰宝。　　——徐唯辛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马健先生的这本书内容有趣。他本人对艺术品市场持之以恒的
研究，将成为这个领域的不二权威。　　——熊秉元　　台湾大学经济系暨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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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思想比较新，但是个人觉得其中引用的数据不够严谨。
2、一般而已。
3、非常好的一本书，获益非浅～
4、适合入门级了解这个市场的大概情况。本书介绍了艺术品在市场上的收藏，投资，鉴赏等流通情
况，结合经济学，投资学的基础知识。着重于东方艺术品，特别是中国的书画，瓷器等。
5、收藏是购买自己喜欢的艺术品，而投资则是购买别人感兴趣的艺术品。这句话总结得不错
6、艺术投资不仅门槛高，保值也难。市场不规范，交割过程问题蛮多的。
7、书上所有的文章都是以前在期刊上发表过的，我几乎都看过。作者见解还是不错的，但买了总有
点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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