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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低位徘徊

贵金属币收藏
注重发行量和料价比

春节过后，由于国际金价回落，钱币市场回
暖气息明显：部分纪念币由于“料价比”高达
47%，受到藏家的一致追捧，生肖、熊猫纪念币
二手市场交易可圈可点。业内人士预期，受礼
品市场不景气、金价“熊市”的制约，2015 年钱
币市场难以回归牛市，但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念
币逢低买入的机会难得，长线价值值得关注。

“2015年吉祥文化纪念币卖得
比羊年生肖币好太多，2月中旬至
今，我们卖出了 200多套，在近 3年
的行情中极其罕见。”金店销售经理
表示。

适逢钱币收藏市场处在“熊市”
中，就连每年发行的生肖纪念币都
出现了冷暖不一的销售局面，“吉祥
文化”之所以受追捧，据了解：“料
价比”涨至高位是主要原因。

吉祥文化金币一共 4枚，

总计重量为 1盎司，即 31.1克，折合
材料价值为 7588元；银币 4枚总计
重量 4盎司，目前国内现货银价为
3.5元/克，折合价值为 435元。目前
吉祥文化纪念币零售价格约为
17100元，则“料价比”为(435+7588)/
17100=47%；如果按照二手市场约
为 15900元的交易价格折算，该“料
价比”高达50.5%。

47%的“料价比”，远远高出了羊
年生肖金银币普遍在20%~33%之间

的“料价比”，为两年内市场中纪念
型金银币(不包括投资型纪念币熊猫
金银币)最高的“料价比”值；2013年
1月，北斗导航纪念币的料价比一度
达到67%。而钱币藏家说：“自2008
年至今，纪念币“料价比”超过 40%
的现象非常罕见，吉祥文化该指标
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与国际金
价处在“熊市”大有关系，以往时间
里的机构炒作现象目前比较罕见。”

■料价比高的钱币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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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行量”；除了“料价比”，发行量
才是决定钱币长线增值价值的最重
要因素。与 2010~2013年钱币市场
相比，2015年的发行计划中，单个品
种纪念币的发行量均被大幅度删
减，从原来的 5万~6万套，减少为现
在的 3万~4万套。原因一是发行种
类较往年增加了，但央行用于铸造
金银币的材料总重量是约定不变
的，因此用在单位题材上的材料重

量就变小了。二是钱币市场处在
“熊市”，发行方担心市场消耗不了
那么多的发行量。

“对比梅花生肖羊只有 8000套
的发行量，吉祥文化最大发行量有3
万套，仍有较大劣势，但与所有的 8
年内新发钱币对比，仍算不错的品
种。”广州市越秀区钱币收藏爱好者
陈先生如是说。

■发行量是最重要因素

展望 2015年市场，广东粤宝钱
币投资分析师王超宇分析称，由于
礼品市场不景气，钱币市场大幅走
牛、全面回暖的可能性比较低，产品

“料价比”将持续保持在高位，逢低
淘金的机会比较多，但个体产品不
太容易大幅升值。所有新发金银币
中，题材优越者数量有限，最值得推

荐的就是吉祥文化将于 4月发行的
“九华山”佛教名胜系列金银币。

藏家谭练提醒投资者：2015年
发行的政治题材纪念币比较多，而
政治与体育题材，向来是钱币收藏
世界的冷门，升值空间有限。与之
对比，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念币更受
追捧。

■钱币市场全面回暖可能性低

小品大艺：
扇面画收藏投资两相宜

书画扇面作为小品清玩，以其
颇具特色的形制为中国历代书画
家所喜爱。据投资协会书画委员
会主任张智介绍，扇面收藏的兴起
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在上世纪90
年代初至2000年前后，其拍卖市场
都表现得比较稳定，像近现代名家
的精品扇面其价格大多在几万元
左右。2010年后，精品扇面的成交
高价大多在 100万元以上。近两
年，高价扇面价位又有了小幅提
升，这也代表了其价值进一步被挖
掘认可。“因为书画越来越贵，赝品
也多，比较而言，扇面是小品，又有
名家画和字，是既有艺术价值价位

又相对较低的投资收藏品，性价比
高，这也是扇面为什么受到追捧的
原因。”张智说。

对于未来市场，张智认为书画
扇面将会是小众收藏的“领头羊”，

“比起投资，买扇面的人有很大部
分是出于爱好，这就使得扇面市场
的基础扎实，不易受大市场的影
响。近两年，不少藏家的选择都偏
向精、雅的藏品，扇面精雅且形式、
品种丰富，再加上目前的市场让大
家觉得小的雅玩是最安全的投资，
所以不难预测，扇面未来的发展趋
势将非常可观。”他说。

■有望成小众市场“领头羊”

自古以来，扇画创作主要用于
文人、书画家与友人之间的交往，
因此往往会在画面或扇画的背面
题上一些重要的信息。近二十年
来在扇面的强势劲头背后不难发
现，带动整个扇面市场走高的还是
名家精品。有关专家表示，扇面升
值空间很大，特别是近现代名家的
作品，表现形式多样，真伪鉴别性
高，收藏价值极为显著。

扇面画价值高，主要是由于扇
面形式特殊，创作空间有局限，材
质对笔墨的吸收性差，有折痕等各
种因素，导致在其上作画难度较
大，这就考验了艺术家驾驭笔墨、
章法布局、结构安排等诸多方面的

能力，而知名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尤
为出色。不过，虽然名人效应一直
是书画市场不变的原则，但业内专
家表示，这并不是选择时的唯一标
准。因为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作品
也会有高下之分，艺术家在不同创
作时期作品风格不一，所以还需要
藏家对名家画风有一个系统性的
认识。

张智建议，作为投资，最好是
选择艺术家的代表作。如果接触
不到一线名家，退而选择二线时，
更要注重精品之作，要选艺术家顶
峰时期的作品，以及技艺娴熟、具
有个人代表性的作品。

（本报综合）

■选择作品须谨慎

老相机：

升值潜力稳定
行情节节攀升

老相机收藏是高价位收藏，由于存世量少、年
代久远、赝品较少以及升值空间大等原因，越来越
受到收藏和投资界的青睐。当前国内老相机收藏
热起步还不久，相机收藏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收藏
相机，需要很高的鉴赏能力和丰富的鉴赏经验，如
果不是因为喜欢，最好不要涉足。

虽然相机收藏的价格相
比字画、瓷器等来说并不高，
但老相机的升值潜力一直稳
定。老相机出品年代越久远，
市场价格也越高。国产老相
机由于品相完好的存世不多，
近年来的拍卖行情也在稳步
上升，升值幅度较大。一些国
产早期金属材质的旁轴相机，
几年前几十元无人问津，如今
已叫价四五百元。

我国上世纪 30- 90年代
的一些品牌相机价格迅速上
涨，一些当时仅卖数百元的老
相机现在价格已成千上万，在
最近升值幅度更大，投资收益
十分可观。其中新中国二十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红
旗”、“上海”、“海鸥”牌相机及

“东风”牌相机都是值得大家
收藏的好藏品，市场价值一般
维持在3000元- 5000元。

国产品牌老相机价格暴涨

一些19世纪的古典相机，
如果机械构件保存上佳、使用
灵活的话，在欧美市场上的交
易价格则超过10万欧元以上，
个别精品级老相机则在拍卖
中出现过百万美元的身价。

上世纪 50年代的德国莱
卡M3相机，在上世纪 80年代
的价格约为6000元，目前市价
已高达3万余元。前苏联在二
战时期生产的“运动”牌相机，
是相机收藏中的高端藏品，在

欧美拍卖市场中能拍到万
元。德国的“爱克发”牌相机，
是欧洲相机收藏中的中端藏
品，品相完美的藏品在中国并
不多见，市场价格维持在 5000
元，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1938年德国生产的“莱卡”牌
相机，是风行欧美各国和中国
收藏界的顶级老相机藏品，品
相完美、性能完好、皮套完整，
市场价格为 2万元-3万元，是
收藏和投资的首选品种。

外国精品老相机拍价惊人

相机是科技的结晶，涉及
光学、金属学、机械学、电子学
等各个方面，造假难度大、成
本高，所以很难造假，即便是
赝品，也比较容易辨别。正因
如此，相机的收藏风险较小，
也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这支
收藏的队伍。

收藏老相机要多跑、多
看、多问、多摸。也就是说多
在市场上走动了解行情，多问

问有经验的藏家，提高收藏知
识。此外，这“多摸”就要有技
术才行了，市场上有些拼装古
董相机，外观看上去是一部名
牌照相机，可内部机械被拆散
过，有些零件已经不是原配
的，其收藏价值自然也大打折
扣。对于收藏人士来说，如果
本身对机械不熟悉，没有一定
的相机技术知识，就看不出其
中的门道。

老相机收藏赝品少风险小 在
书 画 收

藏 投 资 领
域 中 ，一 直

存 在 着 这 样
的 说 法 ：一 手

卷、二册页、三中
堂 、四 条 屏 、五 楹

联、六扇面。可见在
以往相当长时期内，扇

面一直以配角的身份出
现。如今，随着人们对扇

面 艺 术 价 值 的 不 断 认 可 ，
在民间的影响也是越来越
大。

扇 面 不 仅 仅 是 对 书 画
艺 术 本 身 的 拓 展 ，更 重 要
的 是 通 过 一 把 小 小 的 扇
面 ，更 便 于 人 们 把 玩 和 观
赏 ，推 动 着 中 国 书 画 市 场
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