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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加拿大，即便当地的艺术市场和欧美中心艺术市场相较之下仍较难接受观念性的作品，或者基
本上仍然倾向于支持当地的艺术家，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开始获得当地藏家的支持。
譬如温哥华精艺轩的客户中，不仅有来自美国的收藏家，也有一定数量的当地买家。
而开设在克伦威尔街上的哈兹那（Jacana Contemporary Art）则是北京艺术家刘澎和几位当地的加拿大
人共同成立的画廊，2005年年底已经决定调整画廊的经营方向，将画廊所有空间和力量转向经营中国
的当代艺术。
2005年11月的第6届多伦多艺术博览会（TIAF Toronto International Art Fair），更推出了一项名
为&quot;Art Rlsing&quot;的特展，其内容即为中国当代艺术特展。
策划人为旅加的郑胜天，展品包括王广义，隋建国等知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因此也在一定程度
上抬升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加拿大的热潮。
　　在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趋于稳定乐观并期待产业结构改变的澳大利亚，在针对国际艺术市场的营销
方面可谓积极主动。
澳大利亚的相关文化单位早在多年前便开始提出所谓的&quot;亚洲概念&quot;，并通过设立亚澳艺术
中心（Asia-Australia Arts Centre）主动和亚洲区的各个国家建立合作展览的崭新机制。
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吸纳方面，澳大利亚也显得包容而急迫。
于此背景之下，澳大利亚的一级市场画廊也开始经纪代理中国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譬如说旅居悉尼
的中国艺术家关伟。
收藏其作品的人群近期发展得很快，随之而来的则是价格的走高。
已经从前几年的两千美金左右的价位迅急跃升到两万美金的水平。
而据最新的消息，包括中国更年轻画家如季大纯等，&ldquo;他们的作品在澳大利亚变得好销多了！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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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的国际艺术品市场格局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变迁而改变，而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速着此一改变。
 艺术品无疑是顶级的奢侈品，它不仅代表着荣耀，成功、实力与地位，更等同于文化性的标志。
格调或品质。
尤其是当代艺术品，它往往更容易与形形色色的时尚潮流彼此合流，甚至时刻关涉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
事实是在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当代艺术已经成为最大宗的买卖品类。
以我从业30多年的苏富比拍卖公司为例，当代艺术及雕塑拍卖专场的成交额提升得最快，已有超过“
印象派”交易市场的端倪。
本书就全世界的艺术的财富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供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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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市场上演乾坤大挪移　　近期股票市场大起大落，令股民们坐立不安。
艺术市场中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伴随着2006年春拍落槌，近现代书画成交一片低迷，当代艺术品全面上涨，一些人开始坐立不安，考
虑着如何收回自己的投资，调整自己的策略了。
&ldquo;艺民&rdquo;们开始感受艺术品投资风险带来的恐慌。
现在的艺术品收藏已经成为一种彻底的投资行为。
　　收藏热变成投资热？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手中拥有一些闲钱，这些闲钱的流向很可能就是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具
有悠久收藏文化的中国.将这些钱用于艺术品收藏，是理所当然的事。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艺术品市场就有可能启动。
2003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北京的人均GDP则达到3874美元，这一轮艺术市场的热潮
也正是开始于这一年。
　　这股艺术市场热潮的启动力量是惊人的，艺术品拍卖纪录不断刷新，一个个艺术品收益神话被呈
现在大众眼前，上世纪90年代几千元的作品已经卖到几十万甚至百万，艺术品投资显示出比股票和房
地产更大的回报率。
加上媒体的大量宣传和炒作，艺术品市场被描绘成一个低投入，高回报的梦幻投资舞台。
全民投资的热潮开始在艺术市场出现，收藏热迅速转变成艺术品投资热。
　　收藏家变成投资者　　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是幸运的。
过去20年，国内艺术品价格涨了十倍甚至百倍，这恐怕不是所有收藏家都能预见的。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富人们忙于四处寻找艺术品，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艺术热潮中
的市场环境极为相似。
中国新的财富阶层正忙于遣返那些艺术珍品。
据统计，过去200年中，艺术品升值兑现的周期平均为30年，而眼下的中国艺术品热潮自然是难得的好
机会，国内外的藏家纷纷趁此机会将藏品套利兑现。
　　以往，国内藏家通常是通过其他事业赚钱，艺术品收藏只是一种乐趣。
而今天的市场情况使艺术品成为回报丰厚的投资对象，藏家在买家和卖家间变换自己的角色，一些藏
家甚至自己开画廊、办基金，以更积极的手段从艺术品中获取更大利润。
由于藏家对艺术品的理性了解，加之长期积累的艺术市场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使藏家成为艺术品
投资者中的佼佼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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