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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市场学论纲》是从讨论艺术市场的理论研究现状以及中西方艺术市场的历史积淀开始的，
在研究中西方古代艺术市场史时提出了寄生性艺术市场、雇佣性艺术市场、自由性艺术市场的三分法
，证实了艺术市场的实践古已有之，而艺术市场理论的缺乏有其历史传统。
　　本书提出艺术价值在精神经济无比兴盛的今天正遭遇六大转变：表现方式由审美转变为审美与审
丑；性质特征由非功利转变为非功利与功利；功能效用由满足需求转变为制造失落、扩大失落、激活
需求和满足需求；中心主体（价值控制者）由艺术家为中心转变为艺术家、消费者、艺术商共同为中
心；艺术本体以重内容转变为重内容和重形式；施与客体（消费者）由被动接受转变为被动接受和主
动参与。
艺术价值转变的结果导致艺术品价格出现三种状态：真实价格、虚浮价格和不足价格。
本书将艺术市场分成三大部类：艺术生产、艺术流通和艺术消费，并以美术市场、音像市场和文学市
场为例提出了各自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书认为艺术衍生市场的繁荣源自精神经济时代艺术消费者对“多维体验”无比渴求的内因。
当然，艺术衍生市场不仅仅构筑了当今艺术消费的“社会性多维消费圈”，也带来了艺术市场上产销
共赢的大同盛况。
　　面对艺术市场上存在的现实问题，本书最后有针对性地对艺术市场管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从
三个层级对艺术市场管理进行了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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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乔明，1976年生，江苏泰兴人，文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曾就读于南京化工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挂职南京市白下区文化局副
局长。
自2003年以来，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工业经济》、《东南文化》、《民族艺术》、《艺术
百家》、《教育理论与实践》、《装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篇；出版
的著作有《艺术产业管理》（2004年）、《文化产业管理概论》（合著：2006年）。
主持、参加过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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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目的一、厘清艺术市场三部类的关系二、确立艺术市场学的学科体系三、构建艺术市场理想化
的形式第三节 艺术市场学的研究方法一、艺术学与市场学是并行发展的学科二、市场学对研究艺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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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市场发展史考略第三节 艺术市场学产生的现实基础一、艺术市场的繁荣景象二、艺术市场存
在的问题第二章 艺术价值和艺术品价格第一节 艺术价值的探讨一、对传统价值观的追问二、价值内
涵的新认识三、艺术的核心价值四、艺术价值在当代的新变化第二节 艺术商品价格研究一、表演艺术
商品价格的探讨二、美术商品价格的探讨第三节 艺术价值与艺术品价格的关系一、审美性精神失落在
艺术上的体现二、艺术价值中显现的功利性和物质性三、附加价值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四、艺术品
价格机制的“蛋形模式”第三章 艺术市场的结构形态第一节 艺术市场的类型和构成部类一、“艺术
”的范畴二、艺术市场的五种分类法三、艺术市场的基本构成部类第二节 艺术商品的供应一、艺术家
提供了艺术商品的创意二、艺术生产商完善了艺术的成品第三节 艺术商品的流通一、广告商是艺术的
商业鼓吹者二、经纪人是艺术的专业推广者三、批评家是艺术的质量鉴别者第四节 艺术商品的消费一
、艺术消费的变化规律二、艺术消费者的重要作用第五节 艺术市场理想的结构形态--生态型艺术市场
一、艺术生产的生态结构二、艺术流通的生态结构三、艺术消费的生态结构四、生态型艺术市场的构
建维度第四章 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以美术、音像品和文学市场为例第一节 另一种角度解读艺术市场
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美术市场存在的问题一、美术赝品到处横行二、一二级市场严重错位三、市场投机
行为泛滥第三节 音像市场存在的问题一、音像品是追求复制的艺术品二、追求复制导致盗版盛行第四
节 文学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文学亦是追求复制的艺术二、读图是文学复制方式的变异三、读图文学主
要的几种表达式四、读图时代成形的社会学分析第五章 艺术衍生市场第一节 精神经济是艺术衍生市
场繁荣的时代背景一、精神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二、精神经济时代包含了“后工业社会”三、艺术是隐
含商机的财富四、艺术衍生市场的繁荣是时代的需要第二节 多维体验是艺术衍生市场繁荣的内在基础
一、多维体验催生了艺术衍生市场产业链系的形成二、艺术衍生产品之间是相互促进消费的替代关系
三、多维体验推动艺术衍生产业进入物质商品领域第三节 艺术衍生市场构筑人类精神的共赢范式一、
谁在操纵艺术市场二、艺术家与艺术商的关系三、消费者与艺术商的关系四、艺术衍生市场的共荣大
同第六章 艺术市场管理第一节 艺术市场的行政管理一、艺术市场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手段二、艺术市
场行政管理中的经济手段三、艺术市场行政管理中的法律手段第二节 艺术市场的行业管理一、艺术市
场的行政管理无法替代行业管理二、艺术市场的行业管理是行政管理的补充第三节 艺术市场的企业管
理一、艺术企业实际是一种贸易性服务组织二、艺术企业目标管理认为消费者是上帝三、艺术企业投
资取决于人力资源和品牌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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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既然语言文字无法清楚解释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只能从大体上含糊地、肤浅地对语言文字抱有
能够表达感情的一线企图。
但情感世界的动态性变化模式竟然与音乐的天性不谋而合，朗格（Langer）是这样来描述的：“因为
人类的心灵世界与音乐的形式极为吻合，而语言文字的表述就次一等了，所以音乐能够真实而细微地
揭示人类情感起伏之谜，语言文字只能望之兴叹。
”⋯⋯所以，虽然音乐是再现情感世界的符号，但却是一种“游离的符号”：它不能象征不同的感
觉--通过不同种类情感各自相应的不同方式--而是不同的情感有时可以共享同一种音乐样式，即同一
首乐曲有时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感情。
音乐就是一种情感直觉的表现符号；但它表现的仅仅是情感的一种形态，它完全的本质内涵仍然令我
们难以捉摸。
　　艺术的特性导致其市场运营模式的特殊性，起码对艺术作品按统一标价来出售就是一种愚蠢的行
为，换句话说，国家的价格政策在原创性、独创性的单件艺术作品面前是失效的。
类似于价格政策的失效，国家对艺术市场很多的行政干预有弊无利，而要真正、准确体现政府的功能
，就必须由艺术市场的行业管理来对行政管理作补充。
关于行业管理，有些人认为它属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应当是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不值一驳，原中共中央华北局经委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兼经委主任
岳宗泰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对此进行了开宗明义地更正：“所谓行业管理，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规律，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由精干的政府综合经济部门和众多的行业自律组织（行
业协会），在本行业组织实施的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企业按市场规则，公平、公开、有序竞争的法制经济。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既要靠相应的法规和执法部门的监督管理来进行规范，又必须依靠行业协会这样
的组织进行行业自律。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宏伟蓝图，明确要求发展行业协会，商会
等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的作用。
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实体，或改
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
国务院机构改革总体思路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这就是说，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力留给综合经济部门，把企业的生产经营
权交给企业，大量的服务、协调、公证、监督、自律职能转给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
　　由此可见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承担自律性行业管理职能的重要社会组织，是政府
转变职能的重要组织保证，没有行业协会，政府需要转出的自律性行业管理职能就无法转移出去，机
构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根据岳宗泰的总结概括，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行业管理是有别于行政管理的社会中介、行业协会的
市场化专业管理，行业管理部门即“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实体”、即“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
、即“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
行业管理可以由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指导而非全权代劳，而且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转变职能”，最终
达到“政府需要转出的自律性行业管理职能”顺利转移出去的目的。
所以将行业管理仍然看作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是不合时宜的过时观点，对我国市场管理、经济管理有百
弊而无一利，如果不及早从学术上配合中央政策给予及时地思考和论证，只会更加助长市场管理中糜
烂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
事实上，行业管理有如下几个政府管理所不具备的优势：　　（1）行业管理中的管理者往往是艺术
行业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工作者，他们艺术方面的知识比较丰富和专业，能真正了解艺术。
　　（2）行业管理者往往是出于爱好而参与到行会中间来的，对艺术抱有真挚的情感，管理起来也
更加的投入和用心。
　　（3）民间的行会很多是民间自发组成的，它们不领取政府的薪资、不受政府政令指挥，却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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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准确地对艺术行业做出自发的调节和有效的安排，确实起到了政府所不能为的作用。
　　（4）很多艺术行会也是由众多艺术企业、艺术界人士推举产生的，由于没有官僚习气和权力垄
断，所以具有公开、公正的监督机制，真正提现了民治民事的民主性。
　　由此可见，要想真正管好艺术事业、艺术产业，仍然应当充分发挥行业自我管理的效用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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