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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年拍卖行业经营的宏观背景

1、“自主增长”带动行业发展趋向稳健

   2010年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趋稳的一年。继2009年企稳向好后，2010年中国

经济增长达10.3%，创下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同时，在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惯性

释放、外部环境恢复性改善、消费高位运行等因素的作用下，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率由1季度

的11.9%到2季度的10.3%再到3季度的9.6%和4季度的9.8%，呈现出向自主增长的正常轨道过

渡和演进的特点。受此影响，拍卖行业的经营业绩也逐步摆脱2009年下半年以来“爆发性”

高速增长的局面，行业经营逐步回到稳健增长的轨道上来。

   在这个过程中，信贷扩张下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以及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

预期，国内资产价格逐渐走高，带动了拍卖业中房地产等资产类标的市场的繁荣；与此同

时，过剩的流动性也带来了通胀的压力。进入6月份后物价指数CPI从2.9%持续爬升到11月的

5.1%，引发了央行货币政策由宽松到稳健的转化。随着10月份后央行持续加息，流动性资金

从资本市场开始向其他投资配置品类转移，给包括艺术品拍卖等在内的投资类市场带来了强

劲的上涨动力。

2、政策、法律环境稳中有变

    2010年，拍卖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一是，随着最高院2009年11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

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16号）的正式实施，在修正、完善此前2004年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和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的

同时，也继续坚持了民事执行财产要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的原则，为自2007年以来成

交额一直稳定占据行业总成交额20%左右的法院委托拍卖业务的延续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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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为此也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协助人民法院做好民事执行中拍卖工

作的若干规定》，从行业自律的层面对企业做好相关工作做了具体要求。2010年全年共实现

法院委托财产拍卖865.26亿元。

    二是，2010年7月，《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正式实施，成为文物艺术品拍卖领域，乃

至中国艺术品市场领域的第一个标准，在为拍卖企业规范运作提供标杆的同时，也为社会监

督拍卖行为提供了参考的标准。

二、2010年拍卖行业经营情况综述

1、行业经营总额达到历史新水平

    2010年，中国拍卖行业的年成交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达到6565.63亿元，较

2009年的4638.4亿元增加了1927.24亿，增长41.55%，持续了2009年自金融危机后行业经营

逐渐回升和增长的态势。

表2-1            2008-2010年拍卖成交额变化            单位：亿元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全年合计

2008年 657.90 689.32 511.27 855.30 2713.79 

2009年 389.22 740.05 1181.94 2327.19 4638.40 

2010年 1407.90 1098.65 1367.29 2691.79 6565.63 

  

   从成交额情况看，各季成交均较以往有明显增长。1季度成交额较2009年同期增长超过

1000亿，增长率创纪录地达到了261.72%。不过，这种爆发性增长并未持久。随着 “保增

长”压力的逐渐淡出，政府调控重点开始逐步转到“调结构”和“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上来，由此带动2010年2季度后，GDP增速的逐季趋稳，由2季度的10.3%逐步下降到3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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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和4季度的9.8%，而拍卖业的成交额增长率也同步呈现48.46%、15.68%及15.67%的走

势，总体增长更加贴近理性，在完全同步于当期GDP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增长率明显放大

GDP变化的特点（如图2-1）。

图2-1 各季拍卖成交额增长率放大了GDP增长

   从长期趋势看（如图2-2），拍卖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下遭遇第一次行业年成交额负

增长的考验后，经过2009年的谷底爬升，到2010年已重新回到了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这种

增长的趋势，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继续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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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整个过去的“十一五”，拍卖行业共实现20029.82亿元的成交总额，各项经营不乏

亮点。收官之年，更是迎来了年内单季成交额全面突破1000亿，以及全年成交总额突破5000

亿元两项新的历史记录，实现了行业发展过程中量的积累，同时也把行业带上了一个新的发

展台阶。

2、房地产拍卖业务继续推动整体业务增长

   受整个宏观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的影响，尽管近年来拍卖行业一直努力通过新业务的

拓展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与转型显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毫无悬

念，2010年的拍卖业务仍然是由房地产拍卖业务所主导。

   在过去的一年中，来自二级市场的房地产拍卖业务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业务总计

5271.01亿元，占全行业年成交总额的80.28%，与2009年78.74%的比重基本持平并略微上升

了1.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二级市场的房地产拍卖业务基本平分秋色，

分别成交2945.43亿和2325.58亿，是全部业务种类中成交最多的品种。

图2-3  2008-2010拍卖业务结构变化（由里至外为2008、2009、2010）

   当然，其他业务的拓展也并非毫无成效。从增长情况来看，除房地产外，2010年中，拍

卖业务增长最快的分别是无形资产和文物艺术品拍卖板块。

   增幅最大的无形资产拍卖业务成交额较2009年增长达89.06%，由此前的171.01亿一举爬

房地产

机动车

农副产品

股权

文物艺术品

无形资产

其他



6 7

升到323.43亿元。其中，受益于2011年央视和湖南卫视冠名权拍卖的新突破，仅上海一地就

为无形资产拍卖业务贡献了201亿的成交额，成为该项业务大幅增长的主要动力。

   涨幅榜第二位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务，较被称为进入“亿元时代”的2009年增长

37.81%，大陆地区全年成交总额达314.35亿元，其中，仅北京一地，全年文物艺术品成交总

额就达280余亿，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

表2-2  2009-2010 按标的种类划分的细分市场经营状况  单位：亿元

　 房地产 机动车 农副产品 股权、债权 文物艺术品 无形资产 其  他 合计

2009 3652.12 56.49 9.44 253.01 228.10 171.07 268.16 4638.39 

2010 5271.01 43.09 10.26 314.78 314.35 323.43 288.71 6565.63

增长率 44.33% -23.72% 8.69% 24.41% 37.81% 89.06% 7.66% 41.55%

   此外，经过2008、2009两年的持续增长，受国家出台的国三、国四汽车排放标准政策的

限制，以及部分地区实行单双号限行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机动车拍卖业务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回调，全年成交43.09亿，减幅达23.72%，是拍卖业务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板块。当然，

政策变动带来的业务调整只是暂时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趋势没有变化，从长期看，

二手车拍卖快速发展的趋势将不会改变。

3、政府委托主导业务增长

   从业务来源结构看，2010年，除了法院委托业务外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其

他各类委托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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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2009-2010 按标的来源划分的细分市场经营状况  单位：亿元

　 法院 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 破产清算组 其他机构 个人 合计

2009 1083.63 2111.53 281.17 146.94 721.75 293.37 4638.4

2010 865.26 3855.52 307.59 147.17 969.81 420.28 6565.63

同比增长率 -20.15% 82.59% 9.40% 0.16% 34.37% 43.26% 41.55%

   其中，政府部门委托在继2009年引领业务增长之后，继续以1744亿元的增量稳居榜首。

仅此一项增加额就占到了全年成交增长的90.5%，是决定2010年拍卖市场变动方向的主导力

量。

   总的来看，来自传统的政府、法院和金融机构“三驾马车”的委托则继续以76.59%的比

重主导了整个行业成交总额变动。（见图2-4）

图2-4  2008-2010拍卖业务来源结构变化（由里至外为2008、2009、2010）

   紧随政府部门之后的增长大户是个人和其他机构，两项业务分别继续增长了43.26%和

34.37%，为2010年行业总成交额贡献了374.97亿的增量。

    增长的背后，一方面是近两年来企业观念的逐步转变。随着“市场化、专业化”理念的

深入，更多企业开始从立足关系转到立足市场，在量上直接推动了来自社会委托业务的增

长；另一方面，也有文物艺术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可以看到，伴随着通胀压力和2010年资产

价格的快速提升，主要来自社会委托的文物艺术品等项目在拍卖市场的屡创天价，客观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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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层面推高了社会委托成交额的增长。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2010年的委托结构中，法院委托业务从2009年的1083.63亿净

减200余亿，下降到865.26亿，减幅达20.15%。这一下降，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部分

地区法院强制执行政策的调整影响到了法院委托拍卖业务的数量；二是随着2009年下半年经

济的持续向好，房地产等类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促使案件当事人的矛盾得到自然化解，最

终选择息讼止诉，达成庭外和解，客观上降低了法院可供委托的标的数量。因此，预计随着

下一步经济形势的逐步走稳，以及强制执行相关政策的走向逐渐清晰，未来一两年内，来源

于司法委托拍卖的业务将继续呈现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减少的态势。

   在破产清算组业务方面，由于受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影响，2010年该项业务委托也保持在

了较为稳定的水平，预计2011年也将持续这一态势。

4、东、中、西部省区齐头并进

   2010年，由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拍卖业地区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传统的

广东、山东、浙江、北京、江苏和上海这六个东部拍卖大省（市）以3648.82亿的成交总额

继续占据整个行业成交总额的半壁江山。 这些省市的年成交总额均超过了400亿元，特别是

成交额占第一位的广东省，2010年拍卖成交总额达到了819.32亿，与中西部省区间差距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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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08-2010年区域市场结构变化（由里至外为2008、2009、201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部省份业务继续实现增长的同时，中西部省份的业绩也实现了齐头

并进。继四川、辽宁两个中西部省份首先迈进200亿元成交额行列之后，湖北、安徽、福

建、海南的年成交额也都超过了200亿元大关，进一步体现了中西部拍卖行业的快速崛起。

三、2010年拍卖行业发展的特点

1、成交额快速增长下繁荣与缺憾并存

   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增长逐步走入稳健增长的轨道，拍卖行业也创造了新的拍卖历史。

在这一年中，单季成交全面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年成交总额首次站上5000亿元的新台阶，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亿元拍品不断出现。因此，盘点2010年全国拍卖行业的态势，可以用

“繁荣发展”四个字来形容。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行业在繁荣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行

业增长质量有待提高的遗憾。

   分析带领2010年行业增长的主要标的品类（如表3-1），房地产类标的成交5271.01亿，

对2010年成交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8.74%，是推动成交额增长的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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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2010年各标的和委托来源的贡献率   单位：亿元

标的 成交额 贡献率 委托来源 成交额 贡献率

房地产 5271.01 78.74% 法院 865.26 -11.33%

机动车 43.09 1.22% 政府部门 3855.52 90.49%

农副产品 10.26 0.20% 金融机构 307.59 1.37%

股权 314.78 5.45% 破产清算组 147.17 0.01%

文物艺术品 314.35 4.92% 其他机构 969.81 12.87%

无形资产 323.43 3.69% 个人 420.28 6.59%

其他 288.71 5.78% 　 　 　

   但遗憾的是，房地产这一推动成交额增长的绝对主力却并没有成为推动营业收入增长的

最重要来源。由于房地产类标的本身的价格特点以及相关政策的限制，与其惊人的成交量相

比，房地产拍卖能为企业创造的佣金收入相对有限，特别是在一些由政府部门委托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中，很多企业的佣金收入低到几近于零。

   以浙江省为例，近两年，在未剔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情况下，2009年全省拍卖成

交总额789.25亿元，较2008年增长125.61%，但佣金成长仅45.06%，平均佣金率0.74%；2010

年佣金情况有所好转，但即使剔除了近200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业务之后，房地产类

标的的佣金水平仍然仅为0.94%，“赚数字，不赚佣金”的现象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从全国情况看，不同委托方的佣金分化也日趋明显。以2010年4季度为例，法

院及以个人和其他非政府类机构为主的社会委托拍卖业务间的佣金水平差距正在拉大（如图

3-1）。受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对拍卖佣金水平实行限制的影响，法院委托业务的佣金

水平普遍较低，以房地产、机动车两类为例，2010年4季度，社会委托的佣金水平基本保持

在4%左右，而法院委托业务的佣金水平仅为社会委托标的佣金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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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存在特殊的情况。4季度，无形资产拍卖领域中来源于法院和社会委托的佣金率

对比就出现了反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电视广告资源拍卖的季节性放量。当期集中成交

的197.51亿社会委托无形资产，一方面大大超过了2.33亿法院委托成交水平，另一方面也在

客观上压低并稀释了当季社会委托无形资产业务的佣金率水平。

   因此，从总体上说，在行业经营持续增长带来的繁荣气氛下，客观上仍存在着如房地

产、法院委托等主要业务佣金水平偏低的遗憾。这种表面繁荣与深层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应

引起行业及有关方面充分关注。

2、资金和机构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影响日趋明显

   2010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强化专场细分、征集宣传，以及资金溢出效应的共同推动

下成绩斐然。全年，大陆地区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到314.35亿元，较2009年的228.1亿元增

幅达37.81%，继续保持在全国拍卖业成交总额中5%左右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对大陆乃至全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而言，2010年都是富有成就的一

年。在精品和资金的相互追逐和推高下，2010年整个艺术品拍卖市场涌现出了一批新的成交

纪录。

图3-1 2010年4季度社会委托、法院委托拍卖标的佣
金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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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手卷、北宋黄庭坚的《砥柱铭》手卷，先后分别以3.08亿元和

4.37亿元刷新并创造了新的中国书画拍卖成交价最高纪录；《宋徽宗御制清乾隆铭琴》以

1.37亿元突破了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器物类的亿元记录。此外，一批如1.71亿元成交的

徐悲鸿《巴人汲水图》、以1.19亿元成交的八大山人《竹石芙蓉鸳鸯图》等等都成为了2010

年艺术品拍卖领域值得记录的重要回忆。

   根据对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杭州西泠、北京匡时、中贸圣佳、北京华辰、

北京荣宝八家内地较大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两季大拍的统计，八家公司全年共成交242.54

亿，比2009年的86.67亿增长了整整2.8倍。其中春季拍卖会成交就达到96.24亿。进入秋拍

后，市场成交额、成交量、专场数等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成交达到146.3亿元。而全年具有市场指标性意义的单件成交超百万元的拍品也由之前的

1245件上升到了3466件，超亿元的拍品达到了11件（见表3-2）。

表3-2 2009-2010八家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业绩统计

　 春拍（亿元）秋拍（亿元） 全年（亿元） 成交件数 超百万拍品（件） 超千万元（件） 超亿元（件）

2009 20.91 65.76 86.67 26928 1245 89 4

2010 96.24 146.3 242.54 35715 3466 345 11

   成交火爆、高价迭出成为2010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主要表征。而资金和机构也在这

个过程中越来越凸显其推进市场发展的强大力量。

   随着2010年国内外宏观经济的种种变化，尤其是国内股票市场及资产价格持续上升，艺

术品成为了财富阶层和机构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大量资金涌入艺术品拍卖市

场，推动了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持续走高，也使得市场体现出了被狭义货币供应量M1推动

变化的特点（如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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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继续与流动性资金步调协同一致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

�  在良好收益预期的激励下，进入2010年后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资金机构化的趋向也日益明

显。金融机构已开始在艺术品市场上做试探性布局。以民生银行为例，该行从2007年起开始

涉足艺术活动，资助并建立美术馆，发行艺术品投资基金Ⅰ号和Ⅱ号，成为目前拍卖市场上

重要的当代艺术买家之一。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在2009至2010

年，也都陆续开发了包括发行艺术品投资基金、艺术品估价服务以及银行企业的艺术品收藏

和艺术赞助等业务。一些艺术品证券化的尝试开始露头。

   上述新资金和机构追求收藏的体系化和收益的精确化，从入场之初即运用其独有的优

势，网罗专业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将买入的目光聚焦于那些具有明确文化价值和社会共识的

稀缺艺术资源上，直接参与、推动了市场价格的持续走高及中国艺术品亿元级价格纪录的不

断刷新，成为2010年市场火爆的重要推手。

3、新探索不断涌现

    2010年，拍卖企业在调整经营结构，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

   在新业务探索方面，上海世博会题材资产拍卖是2010年拍卖行业拓展业务领域一个值得

关注的亮点。拍卖业抓住世博会落幕后大量资产需要处置的机遇，积极参与，取得了可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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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成绩。“2010年上海世博会资产首场拍卖”取得极大成功。世博会湖南馆的联合拍卖、

世博牵手奥运110周年典藏珍品、世博护照珍品拍卖等活动也先后顺利完成。

   这是拍卖企业自主开拓并承担的世博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资产拍卖，在充分挖掘大

型赛事、展会商机的同时，也生动、鲜活地展示了采用拍卖方式处置大型展会资产的价值和

意义，为正在市场化过程中艰难探索前行的中国拍卖企业树立了榜样。

   此外，一些企业在社会委托二手房拍卖、在如烟台渔货、苹果、樱桃，威海海带、日照

茶业、贵州辣椒等农副产品拍卖、在无形资产拍卖等方面也做了新的尝试，开阔了业务发展

的思路。

   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经过充分的探讨和论证，2010年拍卖行业的触角开始延伸到网

络。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和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浙江等地方协会以及一些有条件的拍卖

企业先后开始了对网络拍卖平台的开发和对网上拍卖方式的尝试。现场与网络同步拍卖、纯

粹的网络拍卖陆续展开。这些新尝试打破了传统拍卖方式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束缚，将拍卖

行业技术水平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为行业将高科技与传统拍卖相结合，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开

启了良好的开端。

4、各级政府机构助推有力

    在快速发展的2010年拍卖业中，各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助推作用不可忽视。

   在艺术品拍卖领域，除了传统的北京、上海和杭州等主要的艺术品拍卖中心之外，其他

省区，特别是部分中西部省市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湖北省拍卖行业协会推动湖北7家拍卖企业联合举办2010年湖北“文化使者”文物艺

术品拍卖季活动，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拍卖季共推出3600余件拍品，成交

额逾1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70%。这是北京以外，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举行的首次文物艺术

品拍卖季。拍卖活动在丰富当地文化生活的同时，活跃了艺术品市场，拓宽了拍卖企业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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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范围。此外，一些诸如四川省政府关于打造西南地区文化创意中心、北京市政府促进二手

车网上拍卖等政策也在客观上对拍卖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5、二八现象初露端倪

    2010年，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进行了第七次拍卖企业的资质评定。全国5000余家拍卖企业

中，共有1648家企业参与此次评定，约占全部拍卖企业的三分之一。通过对企业运营、管

理、收益和社会责任等的全面评价，最终评出93家AAA企业， 442家AA企业，以及793家A企

业。较此前于2006和2008年分别进行的两次评定，总体数量均有所增长。

表3-3  2006-2010年资质评定结果统计

AAA AA A 资质企业

2006年 61 278 388 727

2008年 84 340 709 1133

2010年 93 442 793 1328

   从评定的结果看，拍卖行业中的企业分化已逐渐明朗，通常所说的“二八”现象在拍卖

业中初露端倪。2010年评定出的1328家资质企业在过去的2008和2009年中，以不足行业三分

之一的企业数，创造了全行业近八成的拍卖成交额（如图3-3）。

   这部分骨干企业在引领行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回馈社会，仅2008、2009两年间，共为社

会捐款3.2亿元，有力地带动了行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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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拍卖业从1986年恢复发展的那一刻起，就以其特殊的服务方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

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首先，拍卖业通过其独特的价格发现机制，有效地配置了社会资源。2008、2009年，

全行业实现2713.79亿和4638.39亿元的资产流通。在此期间，根据2010年资质评定情况的

估计，行业分别实现佣金收入56.26亿和124.18亿，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05%和

0.09%。

   税收方面，据2010年资质评定结果估算，在2008、2009两年中，拍卖行业分别缴纳了超

过2.95亿及6.37亿的营业税，约占当年全国营业税收的0.04%和0.07%。尽管所占比重较小，

但作为一个只有6万多名从业者的小行业，应该说为国家税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此外，拍卖行业通过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大约吸收了六万劳动人口的就业，同时

相当一部分拍卖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吸收残疾、复员等类人员加入企业，有力地支持了社

会劳动就业。

四、2011年拍卖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经历了2009年宏观经济的触底回升和2010年的稳健回归，2011年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否良

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拍卖行业在2011年中的发展态势。好的消息是，联合国经济与社

图3-3 2010年评定的各类企业成交额对比（由里至外为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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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务部在《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将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而中国经济将在2011年获得8.9%左右的经济增长。一些社会研究机构也不约而同将2011年中

国经济的增速锁定在了9%左右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拍卖行业在2011年中的稳定发展仍

将可以期待。

   但是，在稳定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2011年拍卖行业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还面临着控

制通胀压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十二五”发展等一系列的问题。它们在为宏观经济提出

新的课题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对拍卖行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总的说来，2011年的

拍卖业发展有以下趋势值得关注：

1、房地产拍卖板块将出现调整

   继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开发商囤地和投机性住宅需求得到初步控制之后，

由于房价收入比仍高位运行，国家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控在2011年仍将继续深化。更为严厉的

调控政策目前已陆续通过各地限购令等实施细则的方式在房价上涨较快的一、二线城市全面

推开。鉴于此，作为房价推手之一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将随着政府对“土地财政”的

检讨而出现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制度的完善、廉政建设的加强都会对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业务的具体操作方式、业务量的消长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住宅性房地产项目调控力度的加大，住宅市场领域的投资性资金

也将可能转而进入商用房地产领域，引发商用房地产拍卖领域的量、价齐升，进而为2011年

房地产拍卖业务板块的内部分化提供了另一种变化的可能。

   当然，更重要的是，从拍卖业的整体来看，随着国家控制通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的一

系列措施出台，房地产领域的收缩调整已不可避免。而作为房地产拍卖占据大半壁江山的拍

卖业必将面临极大挑战，主要依靠房地产拍卖而急剧增长的模式在2011年已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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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物艺术品拍卖领域的高价成交有望继续延续

    2011年，随着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的转变，流动性将降低，民间盲目游资的涌入量减

少，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作为投资渠道的效应会随之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由于房市、股

市政策继续收紧，溢出的部分资金仍将可能进入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而就艺术品市场本身

而言，由于2010年天价成交的传播效应，沉寂多年的一些珍品旧藏也会受到鼓舞而陆续流入

市场，这将继续支持2011 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延续珍精稀品高价成交趋势。

3、司法委托拍卖业务将持续下行

   作为我国拍卖业的传统业务领域，2011年司法委托拍卖业务的走向充满变数。自2008年

以来持续进行的最高院关于司法委托拍卖政策的调研和调整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中。但是，可

以确定的是司法委托拍卖制度本身调整带来的委托机构的变化以及佣金水平的持续调低等诸

多不确定因素，将成为导致司法委托拍卖业务持续下行的主要推力。

4、网络技术将助力机动车拍卖业务

   新兴的网络拍卖技术将有可能在2011年中，充分发挥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提高交易效

率等优势推动某些业务领域的增长。

   特别是在机动车拍卖领域，随着国家汽车排放政策的日趋严格，汽车保有量较大的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淘汰的二手机动车向周边及其他地区转移已成趋势。特别是2010年底，北

京作为国内机动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之一，率先出台车牌摇号和限购新政，导致大量在京交

易受限的二手机动车转向外地，进而出现了二手车交易的区域性流动。这一现象客观上形成

了机动车网络拍卖的需求，促使北京市政府以及机动车拍卖企业开始积极推进网上机动车拍

卖活动，为机动车拍卖业务提供新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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