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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印刷 + 现代 IT 技术 + 文化艺术”的运营模式，用“艺 +”综合

服务平台，从艺术原作鉴证备案到认证的系列服务，让中国艺术品传

承有序；同时，鉴证备案中心正在开展“抢救工程”，对 75 岁以上在

世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优先进行预鉴证服务。此举获得了社会的好评。

目前，雅昌已建成全球领先的有关中国艺术家、艺术品内容的数据库，

这些艺术数据是“人类抵抗遗忘”的珍贵资料，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人和企业都是有生命的，如果有一天雅昌不在了，雅昌所保存的这些

艺术品数据，属于人类、属于社会、属于国家。

多年来，雅昌积极投入各项艺术公益事业，联合各大基金会、艺术机构、

艺术家与知名企业先后帮助乡村学校组建艺术图书馆、捐赠录入艺术

教育内容的电子图书阅读器、设立艺术教育梦想课堂；还发起成立了“深

圳市雅昌艺术基金会”，并开展“点亮孩子艺术梦想”公益项目。“点

亮孩子艺术梦想”公益项目使缺乏艺术教育资源的边远山区的孩子可

以享受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截止到 2016 年，雅昌共为几十所乡村

学校捐建了电子图书馆，助力全国乡村儿童艺术教育，促进艺术普及

教育发展。

万捷委员呼吁：

让文物不再“流浪”

腾讯新闻 3 月 4 日讯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 47 个

国家、218 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数量达 167 万件，而海外民间藏中

国文物数量则是馆藏的 10 倍之多。对于中国文物常年“流浪”在外，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痛心疾首，希望通过文物艺

术品进境税率调整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中国文物“流浪”的内外因

中国文物在国外收藏有其历史原因，我国近现代文物流散情况较为复

杂，主要是：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时直接掠夺，外国团体或个人

非法偷盗、骗取、低价购买并贩运、走私出境，以及解放初期国家为

创外汇出口文物，这些原因归根结底是国力衰弱。

万捷委员认为，限制中国文物“回家”的现实原因是进口环节税率高企，

让民间力量望而却步，无形中将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回流的文物

拒之门外。近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部分艺术品品类进口关税税

率由 12% 暂时下调至 3%-6%，但调整后仍然整体税负较高，对文物

回流未起明显作用。

与中国高企的文物进口关税相比，美、英、法、日、德、意、瑞、荷、

港、台等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文物艺术品进口实行零关税，

内地企业和个人竞争力不足。

由于税收问题，包括国内文物艺术品经营机构、境内买家资金等纷纷

外流，海外委托方也不再选择到中国境内进行交易。这不但不利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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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回国，也不利于“文化强国”国家发展战略。

减税负势在必行

万捷委员说道：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作并留存下来的遗产，

具有不可再生性、唯一性和民族性，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文物视为“不

可再生的人类文明”并加以特殊对待。

万捷委员向记者讲解减免赋税的重要性说道：目前我国在“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方面的进口规模较小，2015年进口额仅为3.98亿美元，

占进口总额的 0.02%，减免其税收对整个商品进出口税收并无影响，

并且不但不会对国内任何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反而加大国内相关市场

份额，从而使得增加国内相关纳税，以及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创造就

业机会。

万捷委员建议报国务院研究批准，由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发文，对第 97 章中至少 97.01、

97.04、97.06 三个税目的货品 ( 或在第 97 章中增列“回流文物”税

目 )，予以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回流文物”由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进行认定、备案。

次优方案建议参考英法做法，对文物进口关税调整为零，对进口环节

增值税则制定不高于 6% 的税率。同时，建议征税环节后置，即进口

后在国内通过拍卖等合法手段销售后(或同样仅限于拍卖)，由买方缴纳。

全国政协委员万捷

做客《委员5分钟》

像控烟一样推动垃圾分类

深圳特区报北京 3 月 11 日讯（特派记者 周元春 韩文嘉 杨媚 杨丽萍）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做客深圳市政协《委员5分钟》

栏目时建议，像控烟一样出台可执行的法律法规，让垃圾分类真正有

成效。

5年坚持为污染源公开建言

今年，已是万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十个年头了。十年来，环

保问题是他提交的提案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