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2万元贷款，数额并
不庞大。不过，这笔贷款却
有一个标志性意义：这不
仅是潍坊银行在艺术品质
押业务上的首批贷款，也
是我国商业银行以书画艺
术品为质押物发放的首批
贷款。这样一笔极具标志
意义的贷款在山东潍坊落
地，让很多业内人士颇感
意外。可以说，潍坊银行试
吃了一次螃蟹。

国外的艺术品质押融
资市场较为成熟，但在国内
还算是新事物。其实，早在
2007年，民生银行就推出
非凡理财“艺术品投资计
划”，但这项标志着中国金
融与艺术品开始亲密接触
的计划所引来的担忧、争
议，远大于人们对它的积极
评价。2008年，中国的艺术
品投资基金问世，但在之后
的一年多它再无行动，人们
对它的关注也就只停留在
其刚诞生的那一刻。而此次
潍坊银行与中仁集团的尝
试，终于使提了很多年的金
融与艺术的合作迈出了实
质性的一步！

为啥喊了那么多年，金
融与艺术的联姻举步维艰？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
国内艺术品市场上不少艺
术品的来源、流通状况不透
明、不真实，再加上现在市
场上赝品横行，艺术品市场
的诚信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万一碰上假的，这动辄几十
万元、上百万元的资金可就
相当于砸到一堆废纸上了！
因此，银行虽然有心于此，
但面对行业痼疾和巨大的
风险，也只能谨慎行事。这
就像中仁文化集团董事长
徐永斌概括的：保真、定价、
变现、托管保险等制约瓶
颈。而此次成功实现金融与
艺术合作，关键就是通过合
作模式的创新，解决了上述
问题。当然，更包括地方政
府的大力支持。

此次尝试表明，艺术品
质押融资要稳步前进，关键
是多家专业机构协同合作，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慎，都有
可能使其夭折，这对参与各
方都是一个技术能力和实
力的考量。虽然这种尝试并
不完全成熟，却无疑给业界
以很大启发，对这一新兴事
物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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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万元贷款

第一只“螃蟹”
□张向阳

艺术品质押贷款山东“破冰”
国内首家 ，能否撬动中国艺术品金融市场？
□本报记者 赵晓峰

一家地方商业银行和一家民营
文化企业如何能克服众多国有大银
行所不能逾越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
碍完成了贷款发放？潍坊的案例是
否能对国内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趋势
起到关键性示范作用？记者日前采
访了中仁文化集团董事长徐永斌及
其他相关业内人士。

四大“瓶颈”

如何逾越？

作为从金融界跨界进入收藏
界的徐永斌，对艺术品投资颇有
研究，“没有金融资本的介入任何
产业都不能得到大发展，艺术品
投资作为新兴的产业，它的能量
只有借助金融资本才能完全爆发
出来。”徐永斌说，不过金融资本
进入艺术品投资领域在国内还有
诸多困难，“我把它归结为四大
‘瓶颈’，就是保真、定价、变现、托
管保险，这四个技术性难题不解
决，银行就不能规避风险，就不敢
介入这个领域，毕竟艺术品不是
地产、汽车，一张画真的可能价值
千万，假的就会一文不值，这中间
的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鉴定保真

那徐永斌又是如何克服这四大
“瓶颈”的呢？“核心问题是保真，艺
术品鉴定，目前为止还主要是靠鉴
定专家来评判，可是再权威的专家
也不敢保证100%的准确，正因为这
样,国内艺术品鉴定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处在一种无序状态，没有任何
一家机构能够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鉴
定报告，而我们之所以能做成贷款，
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文化部市场发展
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的大力支
持，这是目前唯一一家由政府出面
组织的、具有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性
质的艺术品鉴定机构，它出具的艺
术品鉴定报告可以说是国内目前可
信度最高的，而我们能说服银行来
做这一项业务，就在于我们保证每
幅抵押作品都经过文化部市场发展
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的鉴定并出
具鉴定报告。这应该说是目前国内
能做到的最权威的保真证明。”

价格评估

艺术品即便是真迹，它的价
格又如何评估呢？“估价是一个很
专业的问题，银行之所以很难开
展艺术品金融业务，就是他们缺
少相关的专业人才，一件艺术品
到底值多少钱？这个价钱在多大
范围内波动？这里面风险很大，就
拿中国当代艺术来说，2 0 0 7年被
炒得最高时到了几千万元一幅，
而随着泡沫破灭，现在跌到了几
百万元的水平，缩水达 8 0 % —
90%，银行要是收了这样的抵押品
就要亏本。我们的做法是只把抵
押品局限在我们最擅长的中古、
近现代画作，而且我们再进一步
缩小范围到文化部刚刚启动的
‘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首批
入选画家的作品，包括：齐白石、
徐悲鸿、傅抱石、陈少梅、董希文、
潘天寿、庞熏琹、吴作人和李苦
禅，山东的画家我们目前只收于
希宁一人，实际操作中，因为业务
刚刚开始，即便是这些名家的作
品，我们也是只收精品，这在最大
限度上保证了估价的真实性，规
避了风险，当然在画家和画作的

选择上，体现了我们的投资眼光，
这就像买股票，我们之所以选择
近现代名家画作，是相信他们的
艺术价值还没有完全被市场价值
所反映。”

质押变现

艺术品是真的，价值也确定了，
但古玩字画向来都是货卖于识家，
银行一旦收取作为质押，变现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银行要和
我们合作的最大关键点，银行拿了
这些字画一旦需要出手变现，它们
没有渠道，而我们作为它们的咨询
合作方，我们有平台和渠道把这些
作品变现，而且我在银行预存了500
万的保证金，一旦作品变现出现问
题，我们会收购作品解决银行的后
顾之忧。”

托管保存

艺术品是非常昂贵的物件，它
的保存需要严格的环境要求，银行
显然无法提供这种设施，“这就需要
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充当托管，在国
外担任这个环节的是保险公司，它
不但能为艺术品提供托管，还能为
艺术品真伪等提供担保，但可惜的
是，目前国内这个环节还是空缺的，
我走遍了各家保险公司，它们都表
示了很大的兴趣，但涉及国内的相
关政策及案例的空白，没有一家能

承担这个业务。而我们之所以能做
成，要感谢潍坊市政府，在政府的协
调下，由潍坊市博物馆出面来保存
艺术品，其专业性和保险系数是能
够被各方认可的。但是托管解决后，
保险公司应该提供的担保环节还是
空缺的，所以我只能以我们企业的
名义预存500万作为向银行的担保，
它是按照1：8的比例运作的，就是
我最多可以担保价值4000万的艺术
品。”

“地方粮票”

能否推行全国？

潍坊银行与中仁文化集团的合
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内艺术品
市场金融化过程中的某些技术性和
政策性的障碍，但是这种模式能否
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它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撬动国内的艺术品金融市
场？潍坊的“地方粮票”何时能够全
国化？

困难还很大

对于中仁集团的案例，上海资
深艺术品投资顾问石建邦告诉记
者：“民生银行早在几年前就开展了
艺术品基金业务，不过潍坊案例的
意义在于开创了国内艺术品质押贷

款这个先例，这是一个节点，房地产
之所以能如此受追捧，就在于房子
现在不仅仅是商品，它还是金融产
品，它可以自由方便地在金融机构
中抵押、流通、变现，艺术品能作为
抵押品向银行申请贷款无论如何都
是进步。但国内艺术品要达到像房
地产那样的程度，目前说困难还是
很大的，首先国内艺术品市场的总
量还不大，只有两三百亿的规模还
不到一个国内中等城市房地产业一
年的信贷总量，而为了这样一个规
模的市场，大的商业银行是不会去
冒很大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来开
发新业务的，而大的国有商业银行
不进入这个领域，单凭潍坊银行这
样规模的地方商业银行是很难让金
融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其次，
潍坊的案例之所以能成功，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是关键，如果没有政
府的协调，一个民营文化企业是很
难协调银行、博物馆等企业和单位
的，而放眼全国也只有潍坊这样的
民间书画市场比较繁荣，政府才可
能出面协调这样的事情，而在全国
范围内，这个条件还不成熟。最后，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是效仿西方成熟
模式发展起来的，尽管发展速度很
快，事实上却与国外的市场体系相
去甚远。一级市场不成熟、拍卖行业
不规范、评估体系不健全，而监管机
制、法律法规也均尚未成型，种种痼
疾钳制着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个健
康的一级市场还未成熟之前，金融
业的过早进入也未必是件好事。”

需要政府扶持

民生银行一位业务负责人认
为：“艺术品要想成为金融产品，有
三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评估体系
的建立，二是市场资本的推动，三是
评论家、美术馆等学术层面的参与。
而最重要的还是政府的扶持，如果
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艺术品金融
化只能是市场中少部分人一厢情愿
的倡议，民间资本只能起到以点带
线的作用，要想带动一个面则一定
需要政策的支持，依靠政府的推动
才能逐步完善艺术品市场的生态
链。

综观海外银行的经验可以看
出，金融资金介入艺术跟个体和
企业行为的艺术品投资有很大区
别，原因在于，第一：如果没有投
资规模，也就没有投资规模带来
的资产配置上的风险对冲，一般
要几亿美金才能成为大规模的投
资;第二，如果具有了投资规模，那
么就不能参照小规模投资投机性
强、短平快的方式;第三，艺术品是
非标准化的独一无二的产品，价
格评估难以标准化，因此银行需
要深入探索新的形式和活力模
式。如何在这个矛盾中实现艺术
品金融化，在中国各个银行都有
不同的理解和操作方式。所以民
生银行选择艺术品基金这种产品
更多也是希望打造某种概念性的
尝试，今后中国艺术品金融化的
发展还有赖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出
台。”

文化部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
估委员会副秘书长吕立新认为，虽
然从全国来说，艺术品质押融资还
不具备大的气候，因为中国艺术品
还太便宜，目前许多银行还不会把
它作为主要金融业务，但潍坊的案
例会给真正的银行决策者们带来一
种紧迫感，“因为他不干总会有人来
干，现在的小业务也许将来就会做
成大业务，当齐白石的作品涨到
5000万元一幅时，银行就会主动来
找你，那时再来看潍坊毕竟迈出了
第一步。”

2009年10月，潍坊银行与山东潍坊中仁文化集团联手
推出了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当月即发放以李苦禅、于希
宁等国画大师作品质押的262万元贷款，这是我国内地商
业银行以书画艺术品为质押标的发放的首批贷款，截至目
前，潍坊银行在与山东潍坊中仁文化集团合作下已经在潍
坊地区发放以书画艺术品为质押标的贷款累计近千万元。

启功 书法 李苦禅 《月季八哥图》

于希宁 《红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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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贷款的部分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