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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 艺术品市场的诚信构建：
物权与版权的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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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 80 年代，艺术家张孝友在敦煌采风写生的过程中，

收集了一批装饰画的素材，并受敦煌佛像启发创作了一件白描作

品。在归来的展览中，这件作品得到了很多关注，收录的出版物

发行近 30 万册。很快，张孝友在多个展会中看到，那幅白描作

品的艺术形象在很多工艺品中出现。

“一方面我很高兴，说明这件作品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另一方面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都没有人通知我一声？”让张孝友

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两年后，两位律师找上门来。

“有人根据我的那件白描作品创作了一幅刺绣，已经申请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律师说可以帮我维权，只要付费 10 万元。我

了解了一下，如果当时赢了官司，我可以拿到 6000 元的赔偿。”

这件事情就这样没有了下文。后来张孝友在很多地方看到了

自己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包括大酒店的壁画。张孝友以“笑

话”来形容自己遇到的种种尴尬。

“艺术品市场越不抓越没法弄。”这句话，正是张孝友对于

艺术品市场走上规范化管理的急切盼望。也说出了艺术家们经过

各种维权艰难后的心声。

全国两会刚刚在北京圆满闭幕，文化艺术的话题成为重要议

题。近些年来，随着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社会对于艺术消费的

提升，艺术行业的发展也存在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在 315

之际，由雅昌艺术网、雅昌鉴证备案中心、湖南省文联权益保护

与行业建设处、芒果超媒联合主办，湖南省画院美术馆、湖南省

国画馆、离朱艺术承办，“见证诚信的力量——3•15 艺术品诚

信与保护论坛”在湖南召开，此次活动今年的话题聚焦于“艺术

品诚信体系的构建”，共同探讨艺术诚信与保护的话题。

艺术市场发展趋势：将迎来高速、高质发展期

健康的行业发展基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谈到艺术在中国

当下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十四五期间的趋势时，湖南省文化厅

文艺处处长倪文华表示，艺术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期。

“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

而作为国家更深层次影响力的表现，文化艺术发展也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 2035 年建成文化

强国。随着这个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各地也会推出各项措施跟进

和推动文化发展。显而易见，文化艺术事业会进入一个高速、高

质的发展期，经过市场的培育、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艺

术是新的朝阳产业，热爱艺术的人会进入一个幸福时代。”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著作权维权办公室主任朱凡表示，随着艺

术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对艺术品和艺术家权益保护

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美术队伍创作队伍越来越强大，创作也

越来越多，这些艺术家们和艺术作品推动艺术市场以非常强劲的

力量向前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而随之而来的是，艺术品和市

场的关系越来越突出，对艺术生态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保护艺

术家权益和艺术品，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公众对于艺术的关注和消费的提升，也成为促进了艺术行业

发展的推动力。湖南省文联权益保护与行业建设处处长谢子元表

示，我国文化市场和艺术品市场具有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一

方面，大众对艺术品的喜爱导致参与交易越来越活跃，他们将成

为艺术品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另一方面，大众参与其中也带来了

Hiscox2019 在线艺术报告显示的，佳士得、苏富比和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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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问题，包括市场不够完善，大众购买力和审美力有待提高等等。”

长沙市版权协会秘书长何非常从当下最火的比特币和 NFT

为例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发展，艺术品本身

的价值正在不断转化、升级：“数字艺术的传播会远远超出你的

想象。在未来，艺术品将抛开传统的交易方式，而大众的参与感

将成为艺术品价格体系的重要因素。”

分析了种种趋势后，长沙画院院长郭文光认为，目前正是艺

术家最幸福的时代：“以前的艺术家是政治家，士大夫，他们视

书画为修身养性，而职业艺术家过得很辛苦。而现在的艺术家们

很幸福。艺术品市场会越来越大是毋庸置疑的。经济是基础，最

高表现形式是文化，将为艺术品市场拓展空间。”

数字说明一切。在去年疫情的影响之下，中国艺术品市场仍

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 2020 年度拍卖

报告显示，2020 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共计成交 395.35 亿元。

当然，在艺术产业不断发展并且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诸

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现象。

艺术品市场乱象：被侵权的艺术家没有话语权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著作权维权办公室主任朱凡在工作中接触

了大量的案例，最大的感受是，作为被侵权的受害者，艺术家没

有话语权。

“艺术家侵权会在画廊、艺博会和拍卖行等多个场合发生，

很多人在拍卖行买了假画，拍卖行不会保证真伪，便来找艺术家

打官司。其实，卖假影响最大的也是艺术家。一来对他的名誉造

成了很大损失，二来，假的拍出去了，那真的怎么办？但是，画

家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话语权的。”朱凡介绍，造假已经形成产

业链条，非常专业，“很多国画造假已经盯上了艺术家本人，包

括用什么墨、用什么纸，一旦流入市场，便很难辨认。而艺术家

参与维权，维权程序复杂不说，而且维权所得极为有限，成本和

付出形成鲜明对比。”

张孝友的遭遇就是这番话最好的佐证：“我有一件很重要的

界画作品《南乡旧梦图》。这件作品完成之后，为了方便传播，

我做了一些高仿。很不幸的是，这些高仿流传出来之后就进入了

市场。找我做真伪鉴定的已经不下 20 次，在拍场还拍出了很高

的价格。其实这件作品还在我家里，并没有卖出去。”

与其花一两年的时间耗尽心力去打一件作品的官司，还不如

将时间花在创作上，可以创造更多的作品。这成为大部分艺术家

遭遇侵权后的无奈选择。

同时，随着艺术行业的规模和链条越来越丰富，艺术品市场

的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品原作的造假和售卖链条里，尤其

是 2020 年疫情以来，展览线上化、美术馆博物馆数字化成为大

趋势，衍生出了艺术品版权保护的新话题，物权、版权都是亟待

保护的。

倪文华分析，艺术品市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市场监管经历了从山寨发展到现在的规范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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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的发展历程。而艺术品市场因为艺术品本身的特殊属性一直

缺乏相应标准和规范，市场监管的法律缺乏顶层设计，有效监管

机制尚未形成，执法部门因为没有充分的执法依据导致管理滞后

的现状。

第二，艺术品市场主体还不够壮大、多元，结构也需要调整。

就湖南地区来说，很多主体属于个体经营、甚至艺术家自己经营，

造成了市场混乱、监管难以到位，给了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跟

风炒作可乘之机，出现了低俗作品的价格高于学院派艺术家的现

象，造成了市场的错位。市场的培养，重在市场主体的培养，最

后形成多体制、多结构、多成分的市场体系。

第三，社会审美能力急需提高。毕竟，艺术品创作是为人民

服务的。一旦缺乏审美，就会给跟风炒作的人提供机会。提高全

民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势在必行。

每一个问题的根源所在，都指向了诚信。而诚信问题存在于

艺术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

将艺术品诚信纳入国家诚信体系

谢子元分享了近期的一起拜访经历：“我们邀请了一位老艺

术家为一次公益活动创作一幅书法。我去取作品的时候，他告诉

我，这是他完成的第 13 幅，之前写了 12 幅都不满意。我印象最

深的是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脸面。”谢子元

表示，虽然艺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但是既然已经进入市场，那

就应该遵守市场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诚实守信，“艺术家本身

应该努力增强作品的艺术含量，为每一件艺术作品负责。同时，

其他的市场主体包括画廊、拍卖机构等等也要遵纪守法。”

倪文华呼吁，要重视艺术品市场的诚信建设。一方面，艺术

家要秉承诚信精神，向着“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品力作”的方向努

力，创作出能获得人民认可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加强社会诚

信建设，让诚信成为人们的行事基本准则。

何非常建议将艺术品诚信纳入国家诚信体系，以此增加艺术

品市场的违法成本。在此基础上，加上司法力量，结合行政力量

或者第三方进行维护，那么艺术品市场的诚信体系就会越来越完

善。何非常强调，艺术家本人对于版权保护的意识要提高，前期

确权非常重要：“著作权的保护是一环扣一坏。建议每一件作品

完成后第一时间完成确权。因为作假的人是不敢做确权的，根据

作品登记的账号都能查到作品的每一个过程；第二步是监测和调

查，包括作品生产完进入市场是以哪一种方式流入、以及到底有

多少人在用，在看；第三步是通过比对和评估进行维权。”

何非常提醒艺术家，被卖掉的艺术品的版权依然属于艺术家：

“希望每一位艺术家们在创作之余，多了解一下现有技术和取证

手段，不要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中。毕竟时代和技术的发展远远

大于我们的想像。”

政府的监管和治理正在加强。第三次修改的《著作权法》将

于今年 6 月 1 日开始实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修改了著作

权人获得赔偿的范围的界定。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将判决给予

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而在修订前的《著作权法》

中，此项规定的上限仅为 5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