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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庚申年猴票110万
全国山河一片红更是无价之宝

邮票，演绎纸上富贵
业内观点：变现能力弱、长期看涨品种

不多，不适合普通大众投资

上周，在香港举行的一场拍
卖会上，一套罕见的“文革”邮票
四方连拍出 897 万港元天价，创
下中国单枚邮票或方连邮票的
最高纪录，包括 15%的买方佣金
在内，匿名买家共为这套邮票支
付130万美元。

中国邮市继 1997 年后再度
发疯火爆。去年，中国邮市风起
云涌，成为各大媒体热词，一版
庚申年猴票卖出在上海郊区买
套房不成问题，在郑州买套房更
不在话下。

除了众所周知的庚申年猴
票、“文革”邮票、全国山河一片
红等邮市明星，第一轮、第二轮
生肖邮票、小型张、纪特票也都
一一迈过历史高点。

然而，业内玩家认为，邮市
疯狂主要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
市上演，所有大的成交全在一线
城市，像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只
是随行就市，资金进出量并不
大。且由于邮票其自身的特点，
邮市更多的是一种纸上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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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票和小型张领涨邮市
沉寂了10多年的中国邮市终于迎来了新一波牛市，不少品种成倍，甚至5倍、10

倍地向上涨。
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着邮市晴雨表之称的1980年庚申年猴票，这是中国第一轮

生肖邮票的起始。
1980年出的庚申年猴票一版80枚，每枚面值0.8元，2010年3月时，其涨势凌厉，

一版直上69万；进入2011年1月，这一版猴票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出了120万的天价。
现在，这小小的一版猴票价格也在110万左右，用它在上海郊区买套房不成问

题，在郑州买套房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庚申年猴票如此叫座？
业内人士公认的原因是：发行量小，原计划发行500万枚，结果印刷出了事故，

只印了420万枚。此外，当时收藏意识不强，很多人买了就寄信了，消耗量大，最终
导致存世量小。

除了庚申猴，第一轮生肖票一直都在涨，只是涨幅较小。但到了2010年，第一
轮生肖票猛涨，有些品种涨了10倍都不止，看看下面的表格就知道了（如图二）。

之前，1992年起的第二轮生肖票因发行量动辄过亿枚而一直停滞不前。不过，
去年八九月份，第二轮票的价格呼呼上去了。

“就全球来看，2010年收集生肖票的人特别多，所以生肖票大热价格就
大涨了。”张保先，市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有着 50多年集邮经历，
曾经管理过郑州的邮币卡礼品市场。在他看来，除了生肖票，部分品种的
小型张邮票涨势也相当可观，像西厢记、牡丹亭等古典名著题材的小型张，
梅兰芳、仕女图等小型张，上涨幅度都比较大。

中国邮市的这一轮行情，让很多人想到了1997年的大牛市，当年中国
的邮市繁荣轰动了全世界。然而仅仅10个月，中国邮市就一崛不振，一片
沉寂。

当年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北京乐坛邮市的热潮，让到那儿附近买菜的老
百姓都受到了感染，“今天买的邮票，明天就能赚钱”，在居民中口口相传。

“人都疯了，人山人海。”张保先说，当时民众的投资渠道太窄了，从而
出现全民投资邮市。

北京、上海的邮票热很快传导到了二、三线城市，郑州铁路文化宫也是
如此。里面人满为患，人们都挤到外面，形成马路市场。市民进文化宫要
收费，这在文化宫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3月 6日，周日，碧波园古玩城负一楼，这里聚集着百十位邮商，别
看个个摊位不大，但他们都是有着 10多年玩邮票经验的邮商，其中大
多数是从原大学路医学院邮市过来的。

老周就是其中一位，关于 1997年的邮市疯狂，老周举了个例子：在那
波行情中，面值3元的梅兰芳小型张邮票迅速飙升到1万元。

还有一个郑州邮商都知道的例子：正当邮市大热之时，面值 50元的香
港回归金箔小型张发行，有着香港回归这样的大题材，这张邮票的身价自不
待言。

“当时很多人走后门，排队，找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到。”家住陇海路附近
的张保先记得非常清楚，香港回归金箔小型张发行时，陇海路的邮局门口排队排了
100多米，惊动了警察出来维持秩序，还有人排了一夜队。

这张香港回归小型张不负众望，刚一发行进入二级市场，价格就一路破了 100
元、200元、300元，直冲向500元高价。

郑州邮商贾先生也看好这张香港回归小型张，他从两三百元时开始买起，一直
买了几十箱。

1997年全国邮票市场的高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 1997年秋，随着邮市走低，庄家高位出货后，这张香港回归金箔小型张从

500元迅速跌到200元，贾先生赔得一塌糊涂，“真是兵败如山倒，根本来不及出货，
几十箱的货在100多元的点位上出手”。

之后这张香港回归小型张一路下跌到20多元。
“实际上，当年有很多个品种像这张香港回归小型张一样，价格迅速哄抬上去，

又迅速下跌，完全是一个过山车行情。”张保先说。
10多年来，这张香港金箔回归小型张一直没有翻身的机会，即便到2009年下半

年，好多个品种的邮票都涨起来了，它到现在才恢复到80元。
张保先说，当时，从1月到10月，中国的邮市就这么疯狂了9个月，然而进入10

月，仿佛一夜之间，邮市暴利的神话破灭，很多高位接盘的人赔得血本无归。
当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政府取缔马路市场，北京乐坛邮市、上海大连路邮市

就在其中，郑州的铁路文化宫、大学路邮市同样没有幸免。

无论怎么说，这波邮市的火爆已引起投资人和
普通大众的关注，不少手中有点闲钱的人希望能在
这个市场有所斩获，那么，这个市场是一个大众可投
资的市场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邮商对后市的看法有着明
显的分歧，有人认为邮票市场的火爆行情才刚刚开
始，可以大胆购买；而有的人却觉得，邮票价格如此
疯涨，已经积累了不小的泡沫，应该回避风险。

就像股市、石油、黄金市场一样，没有人可以准
确预测出未来市场的行情，但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
里实战了多年的专业人士的建议。

虽然认为邮市整体向上走，但张保先不建议普通
大众进场投资邮票，因为这么多年来，邮票值钱的品种
并不多，众所周知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猴票、苏俄革命
等票，此外还有一些题材不错的小型张，但更多的邮票
品种一直没有涨过，甚至还卖不到当年的发行价。

另外，张保先认为，与钱币、字画等艺术品不一
样，与黄金、股票更没法比，邮票变现非常难，虽然也
有进拍卖行的东西，但品种必须非常好。“这往往是
一个有价无市的市场。”

河南钱币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军最早投资就是从
邮票开始的，他的建议是，邮市是一个非常窄众的市
场，而且变现难，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尽量投资一些
容易变现的品种，比如黄金、白银等。

把邮票当做一种收藏，用于把玩和欣赏，这是不
少业内人士的说法。

在邮市玩了20多年的贾先生，是在1997年的行
情中赔过大把钱的，他的观点是，从2010年起，邮票
从高端到低端已经有过一波轮番上涨的轮动效应。

“如果普通市民想投资，可以关注那些尚没有大涨过
的中低端品种，它们也许有更大的上涨机会。”而那
些已经涨了5到10倍的品种，目前已经到达高位，贾
先生不建议投资者和收藏者介入。

生肖版票 2010年3月 2011年2月1日
庚申猴 69 万 112万
辛酉鸡 10000 38000
壬戌狗 1800 9500
癸亥猪 3000 13500
甲子鼠 1500 6500
乙丑牛 210 900
丙寅虎 180 650
丁卯兔 100 620
戊辰龙 160 1900
己巳蛇 85 400
庚午马 95 700
辛未羊 80 450

单位：元/版

说现状，
郑州市场并无大资金进出

到 2010年初，10多年，中国邮市沉寂不言，很
多当年高位接盘的邮商还没缓过来劲。

然而，当股市、楼市、农产品以及字画、钱币等
艺术品被游资逐一炒作后，这个10多年无人触及的
邮市开始走向前台，资本的目光开始投注，赚钱效
应显现。

上一波牛市以沉寂收场，2010年启动的新一波
邮市行情怎么走？

“这波行情，比以前理智多了，因为大众的投资
渠道也多了，选择余地相对多。”张保先认为，但现
在也有人在坐庄，这些手握重金的人在全国范围内
雇佣上百人的团队，先是低价收购某个品种，然后
炒作概念，炒起来后，这些人再不露痕迹地全国出货。

此外，邮市虽然来了一波大行情，而且赚钱效
应显现，但像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市场进出资金的
量并不大。

“全国城市都在看北京、上海，几乎所有邮商大
的成交量都是在这两地完成的。”贾先生分析，二、
三线城市都是跟风走。

张保先认为，现在邮市的行情比较扎实，投资者
和邮商都理智多了。第二轮生肖票虽然现在价位不
低，但还没有出现泡沫，有些涨上去的品种是物有所
值，早就该涨了，“低迷了这么多年，该动动了”。

张保先也常常到邮市上去看一看，但见到的都是
一些熟面孔，也就是说并没有更多的场外资金进场。

“现在全国的邮市正在调整中，几天一个新价位，
整体是一个向上走的行情。”张保先认为。

老藏家：
邮票更适合欣赏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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