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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法律问题

艺术品拍卖是涉及文化、文物、社会、法律等方面关系的经营活动，加上艺术品本身的复杂

性以及拍卖的 日趋国际化，对拍卖企业以及从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以下几项问题应引起

注意。

一、设立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条件

根据我国《拍卖法》以及相关的文物政策、工商管理的规定，在境内组建文物艺术品拍卖公

司的条件为： 第一， 有一定发起人或企业，经过当地拍卖业政府管理部门和文化、文物等

部门的前置审批。在大部分

省市，经营非文物艺术品由文化局批准，经营文物的由省文物局（或者文管会）批准。凭这

些批件当地工商行

政管理局才准予登记注册。 第二， 有法律规定的注册资本。仅拍卖艺术品的拍卖企业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拍卖文物的企业则

需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注册资本。

第三， 有合格的专业人才。主要是高级管理人才、拍卖师和鉴定人才，具备 5 名文博系统

副研究员以上 职称的专业人员。

第四， 有经营场地、公司章程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

在以上四条中，专业人员的配置最为重要，这既是审批拍卖公司的先决条件之一，更是任何

一个艺术品拍 卖公司拍卖质量的保证。由于艺术品的特殊性，拍品真伪、优劣的鉴别和评价

十分困难和复杂，需要经验丰富

的专家对拍品作出准确判断，同时又要依靠权威的鉴定专家开展业务，树立品牌，而不是主

要靠资金等条件支

撑公司经营。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拍卖公司可以依靠社会专家帮助鉴定，不需要拥有专家，

这种看法是错误 的。社会专家可以参与拍品终审，对有争议的重点艺术品进行“会诊”，但

不能代替本公司专家经常性地参与征

集和市场活动。从佳士得、苏富比的经验看，拍卖公司主要应该靠自己的专家，因为他们会

鉴别，懂经营，更 适合拍卖的需要，我国的艺术品拍卖公司要向这方面发展，努力培养和造

就本企业的专家和专家队伍，以保证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所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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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拍卖市场化程度高，容易引起法律纠纷，拍卖公司在操作中要处理好权属问题。

艺术品拍卖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某些艺术品原归家庭若干成员共有，而其中一人决定拍

卖，收入独占； 或者某艺术品是父辈分给某人的，因拍出了好价钱其他家庭成员（非物权人）

要求共享好处等。这一点需在拍

卖规则中声明应由与拍卖公司签合同的委托人负责，一旦发生物权纠纷，拍卖公司不宜介入

其中，应让他们去 法院自行解决。

在拍卖前或后，有人提出这是他们失窃的艺术品，要求拍卖公司处理。一般如有公安机关正

式介入或立案 的，为慎重起见以撤拍为宜；在拍卖后提出的，应由司法机构去处理。

三、艺术家对本人作品真伪提出疑问的处理

艺术家对本人创作但不属于他的作品没有所有权，但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四十六条第 七款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在拍卖前艺

术家可能会指出此洗伪作而要求

拍卖公司撤拍，但也发生过有的艺术家指真为假的事例，为此拍卖公司通常要求艺术家提供

具体证据，如证据 确实应接受艺术家的意见，但是围绕这些行业内外包括司法部门在内仍存

有分歧，对此拍卖企业在操作时应加

以注意。

四、提供拍卖的经济效益

拍卖公司进行艺术品拍卖不是纯粹的艺术交流活动，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一） 紧紧抓住中高价位艺术品

上拍的拍品成本大致是均摊的，高价位的艺术品与低价位的艺术品在拍卖时间、图录成本、

保管费用等方

面差距不大，但最后的收益却截然不同。一件成交 1 万元的拍品佣金是 2000 元，一件成交

100 万元的拍品佣金 是 20 万元，100 万元一件的拍品佣金等于 100 件 1 万元的，而成本

却至多是 100 件的 3%。所以国际上的大拍卖

公司总是“抓大放小”，每场拍卖会抓三五件精品力作，每次拍卖只要有一二件成交价过千

万美元的扛鼎之作， 效益就有了保证，何况特高价艺术品还会引来大收藏家、大投资家，带

动了中、低价位拍品的成交。

（二） 注意开拓市场以丰补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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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与公物拍卖一样，同样要开发和培育新的市场，佳士得、苏富比前些年很注意开发东

方市场，特别 是印尼、高丽、中国的艺术品；在西欧重点开发印象画派艺术品，都获得了极

大的成功。

（三） 竞争重点放在拍品和服务质量上

各拍卖公司之间的竞争，重点要放在拍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上，不能靠互相降低佣金来吸引客

户。拍卖公司

的唯一收入是佣金，降低佣金不是明智之举，拍卖公司应该根据自己所在城市的特色、本公

司专业人员的组成特

点、本公司客户需求等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拍卖，或者是拳头拍卖品种，从而立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