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推出艺术品质押贷款业务

6月6日晚8点，长沙月湖时
当代艺术中心。“绘美世界”刘云
艺术展开幕，“逸品贷”亮相。

此前，银行、担保公司、艺
术经纪公司对刘云的157幅作
品进行认证， 建立了刘云可质
押艺术品目录。 藏家手中若有
“逸品贷” 艺术品目录中的画
作，在其需要贷款时，便可将画
作交由艺术品经纪公司鉴定真
伪， 经纪公司会帮助完成银行
放贷申请程序。

事实上，长沙银行介入“逸
品贷”的开发已逾半年，但直到
这次艺术展的前一天， 长沙银
行有关负责人才拍板：“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

长沙银行小微企业金融部
总经理、 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
王国良分析， 银行之所以在艺
术品放贷上格外谨慎， 最主要
是考虑艺术品的真伪及价值认
定问题。“如果作品是赝品，其
价值就和一张纸无异； 银行暂
时又不具备评估艺术品的能
力，一旦产生坏账，作品估值错
误， 就会出现一批批不良资
产。”“逸品贷”的出现正好解决
了上述两大症结， 作品的真伪
由艺术经纪公司鉴定； 一旦放
贷产生风险， 担保公司会以回
购等形式购买该艺术品， 银行
不用担心作品被贱卖而衍生不
良资产处置等问题。

各地持续上演艺术与金融的联姻

业内人士指出， 对于艺术
品金融属性的开发，“逸品贷”
不算创新， 但将艺术品经纪机
构、 担保机构、 银行组合在一
起， 用反担保的模式开发其金
融属性，这在全国是首例。

在律师夏雨看来，“逸品
贷” 是定海神针式的保值操作
方式， 可质押艺术品目录中的

作品是可靠的， 各方不刻意放
大价值，不恶意炒作。民生银行
长沙雨花亭支行行长古欣则打
了个通俗的比方：“比如我在一
家画廊看中一幅大约10万元的
画作，如果买回去，老婆会说我
太败家了，买幅画就花10万元。
如果我告诉她这幅画作可到银
行质押贷款，老婆就会觉得，这
个还可以啊，它还是值十万。”

艺术与金融的联姻也正在
全国各地持续上演。2009年，潍
坊银行大胆试水艺术品金融市
场，成功推出全国第一单书画艺
术品质押融资业务。今年，潍坊
又创立国内首家艺术品仓储库
银行。2014年3月25日， 成立一
年的台湾艺术银行正式挂牌运
作。据《收藏快报》，艺术银行利
用公开征件的方式，购入我国台
湾艺术家的精彩作品，以租赁流
通机制，让各种机构都可以经由
艺术银行这样的管道承租画作
展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活络艺
术市场，更可以让潜力十足的新
兴艺术家有机会被发掘。 去年，
台中地区企业家已率先捐款
1800万元支持艺术银行。

为什么资本开始青睐甚至
追逐艺术？ 政策的支持与助推
是重要因素。3月， 文化部、央
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深入
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指
出文化与金融合作已成我国文
化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
要动力， 要发挥市场资源的配
置作用， 深入推进文化金融相
互融合。

让资本点亮文化梦想，已成
为各界共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
国艺术品市场背后，一场暗含中
西话语权争夺的刀光剑影。

艺术品市场话语权争夺

2004年， 刘云和不少艺术
家在接受本报记者关于湖南艺
术市场的专访时谈到， 湖南的

艺术品与本土资本市场的对接
几乎是一片空白。 其他省份也
差不多。而其时，以比利时收藏
家尤伦斯为代表的国外资本则
早已闯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2011年开始， 尤伦斯将大量中
国当代艺术收藏出售， 只留少
量重要作品。当时，他的藏品已
近2000件。

中国本土资本因为在艺术
领域的长期缺席，几乎导致艺术
品市场的话语权被人操控。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湖南藏家对本
报记者说：“最开始购买当代艺
术品的人大都来自国外，他们以
几万元、十几万元接手，最后以
千万甚至破亿的价格卖给中国
人，全身而退。市场出现很大的
泡沫。在国外的拍卖公司，中国
艺术作品定价也相当高。一旦艺
术品要在市场上处置，不得不打
到4折的折扣率才能出手，因为
其中含有太多的水分。”

所幸， 在中国文化产业迅
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中国艺术
品市场的这种状态已引起社会
各界的高度重视， 类似“逸品
贷” 这样的艺术金融创新产品
正在不断推出。 湖南逸点艺术
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晨在艺
术市场浸染多年， 他认为，“从
前， 藏家的收藏行为受国外影
响较大。金融产品、艺术机构等
起到的引导作用， 或许能够挤
掉市场的泡沫， 让艺术品市场
渐渐走向规范。”

长期缺位的本土资本已经
醒来， 正自发地向艺术领域集
结。 经过市场的理性思考与选
择， 中国艺术品市场将有更健
康的发展， 艺术家的责任和担
当也将不再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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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可以和房子股票一样抵押贷款

艺术“白富美”牵手金融“高富帅”
湖南试水艺术金融新产品

当艺术“白富美”
遇上金融“高富帅”，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月， 湖南艺术界与金
融界的一次大胆牵手，
给出了一个充满湖湘
意味的新答案：让资本
充分对接艺术家，让中
国艺术市场拥有自己
的话语权。

6月6日，“绘美世
界” 刘云艺术展上，由
长沙银行首创，国内首
个艺术品质押贷款产
品“逸品贷”推出，开创
了绘画艺术品可到银
行质押贷款融资的先
河。湖南画院院长刘云
的157件绘画作品成为
首批可到银行实现质
押贷款的作品。这意味
着， 艺术品和房子、股
票一样，可以作为申请
贷款的抵押品了。

金融业对提升艺
术创新力并助推文化
产业的意义不言而喻。
奈何艺术品具有评估
难、 高风险等特点，金
融又有风险管控这一
不可逾越的红线，双方
始终没能热恋起来。
“逸品贷” 为何敢首尝
螃蟹？ 新答案的背后，
折射出艺术品市场的
新选择和资本新趋势，
也呈现出一份难得的
责任与担当。

对话

都市周末：早几年，以超前
卫性、 先锋性著称的当代艺术
颇受关注， 这与其受到资本推
崇有怎样的关系？

刘云： 当代艺术之所以发
展火热， 推动力就包括大量境
外资金注入， 掌握资金的人恰
好又主宰着艺术话语权。

那时以中国画等为代表的
传统艺术不知所措，既没有引起
国内资本的关注，也不知道如何
对接境外资本。它是寂寞的。

都市周末：但市场观察到，
当代艺术在那些年产生了不少
泡沫。除去资本因素催生外，有
藏家的原因吗？

刘云：在国外，艺术品的创
作与发展是靠艺术家、 画廊或
经纪人、 评论家三位一体完成
的。作家生产好作品；评论家从
文化史、 美术史的高度去观察
作品；画廊、经纪人以具有前瞻
的眼光去判断，推广好作品。

而在国内，不说多方促进，
有时候某位领导、 某个企业家
个人的喜好就决定了藏家的收
藏取向。结果，藏家跟风拍了很
多人的作品， 最后能拿回三分
之一投资，有人接单就不错了。

都市周末：您认为，艺术品
金融新产品的推出， 会怎样改
变国内艺术品市场雾里看花的
状态？

刘云：银行、担保公司等毕
竟不是慈善机构， 它们推出艺
术品质押金融产品， 要对画家
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的拍卖数据
进行严格调查。 艺术品金融产
品的推出会促使藏家去思考，
去对艺术家进行横向比较。当
藏家开始理性思考， 市场就有
一个良性的开始。更重要的，当
国内资本开始对接国内优秀艺
术家， 艺术品的话语权就会逐
步回归国内。

都市周末： 艺术家也会成
为健康、成熟市场的受益者？

刘云：这是肯定的。当画家
得到市场的充分反馈， 不用疲
于应酬， 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思
考艺术问题。

让资本对接优秀艺术家
让艺术品话语权逐步回归

6月6日至7月6日，“绘美世界”刘云艺术展于长沙月湖时当代艺术中心向公众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