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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文交所在浙江
金华开出分号

“未来，钧瓷、汝瓷、汴绣、朱仙
镇木版年画、南阳独山玉等这些河
南独有的文化产品，都将在郑州文
交所交易市场上出现。”

在《蓝田泥塑》上线交易当天，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夏挽群表
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蓝田泥塑》
的上线交易，拉开了河南民间艺术作
品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序幕。

艺术作品与资本市场对接，正是
张保盈创办文交所的初衷。

在文交所设立之初张保盈就提
出过两句话：一个是帮助文化产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另外一个是致力于国
际文化艺术品的定价权，这是我们设
立文交所的初衷。

张保盈是河南人，在他走过的许
多地方，看到的是当地璀璨的中原文
化由于缺乏资本的支撑，要么产业难
以做大，要么某一文化传承限于困
境。“绝大多数文化企业小、弱、散，文
化企业融资难问题成为制约文化产
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张保盈说。

在张保盈看来，我国现有的文化
艺术品的定价，要么是国际上给出的
一个价格，要么是间断的拍卖市场形
成的价格，一直以来没有形成一个我
们自己的价格体系。

而郑州文交所致力于追求文化
艺术品的定价权，有望成为文化企业
融资的新平台。“未来，钧瓷、汝瓷、汴
绣、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独山玉等
这些河南独有的文化产品，都将在郑
州文交所交易市场上出现。”张保盈
说。

张保盈这样的愿景在 2010年他
的首次文化与资本对接的尝试中得
以实现。他和他的团队涉猎影视，拍
摄的儿童电影《新年真好》在 2010美
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得
最佳儿童片大奖。

也许正因为适应了市场需求，刚
刚成立的郑州文交所很快在浙江金
华开出了分号。河南省金融办办公
室副主任李涛透露，除了郑州文交
所，我省正在研究、成立更多种类的
场外交易市场。

关注度
关注度

日前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
在国务院10月7日正式印发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将中

原经济区定位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定位，指出了要“加大金融对中原文化产业发展支持力
度，加快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推动文化市场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
文化建设”。

古玩市场风生水起，拍卖市场火爆，文化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河南的艺术品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
有的繁荣，而它的未来，在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还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晚报记者 程国平/文 马健/图

▶▶▶明日请关注本报“聚焦文化产业 发展魅力中原”专题“图书发行篇”◀◀◀

古玩城一间小店
一天能出货20万元

“古玩市场变大，让古玩
变现更为方便，有利于郑州的
古玩行业、艺术品市场的发
展。”

11月 3日上午，临近立冬的郑
州气温比较低，淮河路大学路交叉
口处唐宋时期八大名楼之一的夕
阳楼隐在雾气蒙蒙中，这里就是郑
州最早建成的古玩城。

不是周末，郑州古玩城里的人
气不旺。

老张在古玩城开了一家店，主
要经营钱币。在曲折往返的古玩
城里，老孙的店面并不显眼，只有
几平方米大小，柜台里存放着先秦
时期的刀币、布币，明清铜钱、民国
时期的银元以及纪念章、正流通中
的人民币等，也有一些瓷器、陶器、
青铜器等古玩，老张说这些并不是
他的专长，有人卖了，收着玩玩，他
主要过手钱币。

别小看这10多平方米的小店，
自1998年古玩城开业，彼时刚刚退
休的老张便在此开始了他的古玩
生涯。

10多年来，老张坐看郑州古玩
业的兴起，古玩、字画、钱币邮品、
古式家具一一被经营得风生水起，
入场玩的人越来越多，投入的资本
也越来越大。就像他这样的一间
小店，在2010年5月底经历了一场
疯狂，钱币、字画等进入黄金时期，
5月底，他每天的出货量将近 20万
元，“投资客占绝大多数。”

在老张看来，“乱世黄金，盛世
收藏”在今天仍然是至理。从1998
年开始，郑州古玩城在中原地区一
枝独秀了10年时间，是当之无愧的
中原第一古玩市场。

2007年前后，这样巨大的商机
很快被天性逐利的资本嗅到，巨量
资本进军古玩行业。一时间，郑州
新建古玩市场遍地开花，而且大多
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店。郑州古
玩城北区、碧波园珍宝大世界、经
七路宝玉市场，郑东新区天下收藏
一条街先后开业运营。

在郑东新区“天下收藏”总经
理王安乐看来，一个郑州，三五年
间，单是大型古玩城有5座之多，群
雄争霸古玩市场，虽然各自在争夺
资源，也出现了古玩城吃不饱的现
象，“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古玩市
场变大，让古玩变现更为方便，有
利于郑州的古玩行业、艺术品市场
的发展。”

去年郑州一次拍卖会成交5000万元

文化艺术品交易的“郑州模式”

2010年，河南郑州，各大拍卖公司的艺术品春拍
和秋拍轮番上演，其中的一次拍卖，成交额突破5000
万元。字画的行情尤其好，以现代画家范曾的作品为
例，2008年，其作品3万~5万一平方尺，现在15万~20
万一平方尺，三年涨5倍。

5年来，范曾、何家英、刘文西等当代字画名家的
作品，每年的涨幅都在两三倍，但他们的画涨幅还不
是最大的。以齐白石、张大千为首的近现代大家们的
画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上走，从2005年到2010年，他们
的作品涨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字画专业委员会主任安顺告

诉记者，从 2009年以来，河南的书画市场异常活跃，
到2010年，就购买力和成交额来说，河南首度超过山
东，紧追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

在安顺看来，在中国的版图上，字画的购买能力
正在向西北方向转移，河南、山西、京津地区字画市场
炙手可热。

现在全国5000万人在玩或者关注艺术品市场，这
还是一个保守估计。而关涉艺术品的拍卖公司更是以
百家数，在国内闻名业界的有嘉德、保利、香港的匡时、
苏富比，单是在郑州，就有七八家专门从事艺术品拍卖
的公司，全国的拍卖会一场接着一场。

有专家预测，今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会持续向好，
中国艺术品市场总规模将达到 3600亿元人民币，而
全年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额会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
左右的规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品市场重要组
成部分。

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空间，怎能不引得资本无
限的遐想？

自 2009年 6月，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上海文化
产权交易所以来，全国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正是资本急切地想在这个市场中分一
杯羹的集中表现。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有着多年市场积蓄氛围的
河南同样也成立了一个文交所——2011年4月，河南
省金融办批准由两个自然人出资5000万元成立了郑
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

郑州文交所CEO张保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文
交所法律层面上划分了三类，上海模式是点对点、一
对一的交易，随着文化艺术品的价值越来越高，动辄上
千万元，能够买得起单一收藏品的比较少，这样就很难

实现资本和文化艺术品的真正对接。
天津模式在上海模式之后，解决了单一个体限

制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门槛降低了，大量资金涌
入，而上线产品比较少，在交易规则没有限制的情况
下，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爆炒局面。

“这两种模式对后起的郑州文交所是一个很好
的警示，为避免市场过热，不管多大标的，都不超过
200份额的限制。”张保盈说，而且为有效抑制过度投
机，郑州文交所规定年涨幅不能超过 600%，月涨幅
不能超过100%，保护了投资又避免了投机。

和天津文交所一样，郑州文交所同样也在争议
中前行。但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今年10月，在郑
州文交所正式上线交易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蓝
田泥塑》、徐唯辛教授创作的20幅历史人物肖像油画
作品——《中国名人》以及《开渠雕塑》、《王铎诗稿》
等大多受到了投资客的追捧。

张保盈说，郑州文交所已有6个产品在一级市场销
售完毕，这些产品全部上线交易之后，郑州文交所的交
易总额可超过2.6亿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局。

郑州文交所已有6个产品在一级市场销售完毕，这些产品全部上线交易之后，
郑州文交所的交易总额可超过2.6亿元。

1998年，淮河路古玩城开业，现在郑州已有大型古玩城5座2010年，河南书画购买力和成交额首度超过山东
我省正在研究、成立更多种类的场外交易市场

河南文玩市场：可以看见的前景

20112011年年44月，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设立。月，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