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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经济学》是以艺术商品的生产、消费及价值实现过程为研究对象，包含了理论探讨、实证研究
和应用研究三个逻辑层次的内容；同时，力图建立一个基于艺术行业特殊性的经济学解释框架来包容
艺术经济活动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艺术组织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一种解释不同
艺术行业经济现象复杂性的路径。
全书共有8章，内容包括艺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艺术商品与艺术市场，表演艺术经济，
视觉艺术经济，数字艺术经济，艺术博物馆经济，艺术产业、城市文化经营与国家文化创新体系的建
构，艺术发展的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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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家新，1967年出生，祖籍辽宁，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博士。
现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资产评估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经济学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教科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参与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对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傅才武，1966年出生，湖北崇阳人。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主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评审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文化
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化馆服务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
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有关文化产业、文化管理、文化规划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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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艺术品拍卖的本质是用竞争性交易价格来评价并定位艺术品以及艺术家在社会中
的位置。
“拍卖”作为艺术市场的行为模式隐含一个基本假设：由“拍卖”这一形式所包含的“完全价格竞争
”能够体现全部购买者的评价信息。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即所有人都可能是艺术品的购买者，所有人都对艺术品具有鉴赏能力，所
有人都能自由地进行艺术品交易，只有这样，艺术的校准才具有最广泛的可接受性，也就是最大程度
的民主性。
“拍卖”通过建立竞争性交易价格支持最大多数人进行最民主的艺术评价，最大限度地体现对艺术品
的最真实和最丰富的评价信息量。
“拍卖”借助于竞争性价格来评价和定位艺术品与艺术家，能够使艺术品或艺术家超越任何专业技术
权威或行政权威，建立一种市场报偿激励机制，反映出艺术品作为商品的基本属性。
 艺术商品通过“拍卖”实现商业价值的好处在于：议价过程就是买卖双方在博弈中而最终达成共识得
出符合双方利益的均衡价格。
拍卖的议价模式多采用“多对一”的方式，即一件艺术品面向多位购买者，通过销售者、多方购买者
之间的多角关系相互议价最终达成成交价。
拍卖式议价一般有三种方法：即英国式拍卖法，即加价法；荷兰式拍卖法，即减价法；封闭式投标拍
卖法。
其中，加价法在市场上最为常见。
 减价法适用于“多卖家对一买家”的模式，即多方卖家向一方有购买意向的买家提出相同或相似的艺
术商品，买家通过选择卖家提供的最低价或最高性价比来确定购买对象。
封闭式投标拍卖常常用于政府向多家供应商招标。
所谓封闭即各供应商之间信息不公开，彼此不知道各自价位。
为了尽可能的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价格便会尽量压低，这样对于采购方很有利。
这种议价方式也仅适用于“多卖家对一买家”的模式。
 除了激励性合同与拍卖之外，为应付艺术品生产和交易中的随机性因素并分散市场风险，在正式的法
律领域之外，市场在长期的培育中又成长出一种自律性协调机制，这就是“信誉度保证”。
作为一种自律性惯例，参与交易的视觉艺术家和经纪机构大都能够积极有效调整并保持良好的信誉度
。
良好的合同信誉可以省去起草和签订过程中高额的谈判费用和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维护费用，因为在艺
术交易合同中引入了“暗示性的理念”，只需要双方达成一种默契，不用把所有的条款都落到纸上，
即使出现意外事件，在良好的信用前提下，也能够重新磋商并迅速完善相应的合同条款，能够保证项
目的最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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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经济学》不仅可以作为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研究者和文化艺术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也可以作
为高等学校艺术、文化等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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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艺术经济研究是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劲崛起而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一门学问。
王家新、傅才武的《艺术经济学》把艺术经济理论娴熟地应用到对中国艺术行业的分析之中。
打开此书，您可以感受到作者宽广深邃的思想、对当代中国艺术行业透彻的剖析和建设性的眼光。
 ——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文化产业研究的诸多门类中，艺术经济学是当今中国文化学天际上的
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两位具备系统理论素养并长期从事实践的学者撰写的《艺术经济学》，将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同作为
社会科学的经济融汇一体，别开生面，值得广大有志于深入理解中国艺术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学子细细
研读。
 ——冯天瑜 武汉大学 与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相比，艺术产品作为精神产品，它在生产、流通、
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运行规律。
对这一发展模式和运行规律的深入讨论，正是艺术经济学的着力处，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在新的历
史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王文章 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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