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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调“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业务活动中

不再要求必须有招拍挂主持人主持”事宜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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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文告

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拍卖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行政审批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公共服务局，河北省拍卖行业协会，各拍卖企业：

为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推动我省拍卖行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商务部《拍卖管理办

法》等规定，我厅定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6月 30 日对我省拍卖

企业及分公司开展 2019 年度拍卖核查工作。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核查对象

自领取《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时间满 6 个月的拍卖企业及分公司。

二、核查内容

（一）拍卖企业及分公司设立变更情况

1.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商

务部《拍卖管理办法》规定的设立条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拍卖

经营批准证书、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及拍卖师数量、经营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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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卖企业及分公司变更企业名称、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股权、经营范围等是否及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拍卖企

业及分公司从事文物拍卖、省级公物拍卖和市级公物拍卖是否符合

规定条件。

（二）拍卖企业及分公司经营情况

1.2019 年度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拍卖成交额、拍卖场次、收取

佣金比例、缴纳税金等情况，企业管理和会计核算是否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

2.拍卖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许可后，是否存在

连续 6 个月无正当理由未举办拍卖会或没有营业纳税证明情况。

3.有无出租、转让拍卖经营批准证书；拍卖业务范围是否超出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上的经营范围；拍卖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到期后

是否办理延期；有无与竞买人恶意串通，违规发布拍卖公告，对拍

卖标的进行虚假宣传，给买受人造成经济损失；企业在无拍卖师注

册执业情况下，有无雇佣未依法注册的拍卖师或其他人员充当拍卖

师主持拍卖活动；有无采取恶意降低佣金比例或低于拍卖活动成本

收取佣金，甚至不收取佣金（义拍除外）或通过给予委托人回扣等

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4.是否按时、准确、完整地报送统计报表。

三、核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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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拍卖企业应提交的材料

1.拍卖企业 2019 年度自查报告。

2.《2019 年度河北省拍卖企业基本情况核查登记表》（附件 1）。

3.《2019 年度河北省拍卖企业经营情况核查登记表》（附件 2）。

4.河北省拍卖企业 2019 年基本信息年报和经营信息年报（由

企业自行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全国拍卖行业管理”〔网

址：http://auc.mofcom.gov.cn/auc_new/〕，填报数据后打印，

基本信息年报可复制到 word 文档后打印，经营信息年报可直接在

该系统中打印）。

5.《拍卖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

6.《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在本拍卖企业注册的全部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和拍卖师执

业记录复印件。

（二）拍卖企业分公司应提交的材料

1.拍卖企业所设分公司 2019 年度自查报告。

2.《2019 年度河北省拍卖企业所设分公司基本情况核查登记

表》（附件 3）。

3.《2019 年度河北省拍卖企业所设分公司经营情况核查登记

表》（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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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拍卖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在分公司注册的全部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和拍卖师执业记

录复印件。

(三)装订要求

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核查材料应加盖公章、骑缝章，并按以上顺

序装订成册。

四、核查方法

（一）企业自查及报送材料（5 月 15 日至 5 月 25 日）

各地拍卖企业及分公司，需按本通知规定的核查内容进行自

查，形成自查报告，连同其他核查材料分别报各市（含定州、辛集

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领取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不满 6 个月的拍卖企业及分公司不参

加年度核查，只需填报 2019 年度河北省拍卖企业或分公司《基本

情况核查登记表》《2019 河北省拍卖企业及分公司经营情况核查

登记表》。

拍卖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许可后连续 6个月

未举办拍卖会或没有营业纳税证明，拟继续从事拍卖业务的，应书

面详细说明理由，加盖企业公章和骑缝章，连同核查材料报所在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由市（含定州、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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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初审，我厅审核后确定处理意见。

拟不再从事拍卖业务的，可向所在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

雄安新区改发局申请不参加 2019 年度拍卖核查，并提交《拍卖经

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及有关证明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和骑缝

章，经所在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同意后

报我厅，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二）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组

织协调初审（5 月 26 日至 6 月 20 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核实企业提

交的核查材料复印件与原件，登录“全国拍卖行业管理”和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门户网站，审核企业年报、注册拍卖师等有关情况。核

对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盖核对章并签注核对人姓名。同时，我厅

将与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省拍卖行

业协会及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联合组成年度核查工作小组，共同实

施现场审计审核，形成核查报告。会计师事务所核查费用标准由其

与核查企业协商确定。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根据核查报

告在所有《拍卖企业及所设分公司 2019 年度核查登记表》《2019

年度拍卖核查汇总表》（附件 5）上，分别签署初审意见（应明确

“核查合格”“限期整改”或“收回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三类意见，

并注明是否符合省级或市级公物拍卖企业条件），由主管局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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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公章后，连同年度拍卖企业核查情况报告和企业核查材料一

并报我厅。对不报送核查材料的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按不具备从事

拍卖业务的许可条件处理，由所在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

雄安新区改发局收回《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并上缴我厅。

（三）省商务厅审核（6 月 21 日至 6月 30 日）

根据核查情况，我厅将分别作出处理。对核查合格的企业，在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副本）上加盖“河北省拍卖企业年度核查

专用章”后，连同 2019 年度拍卖企业核查意见书一并发还。对不

具备相应条件或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扰乱拍卖市场经营秩序的拍

卖企业，按照商务部《拍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并将核查

情况予以通报。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在核查结束后一个月内，将企业整改情况报告和企业整改材料报我

厅，由我厅、所在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确定整改审核处理意见。

五、核查要求

（一）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要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格落实当地疫情防控措施，安全

有序组织企业开展核查工作，切实摸清行业现状，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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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核查工作要依法行政，不得借机吃拿卡要、搭车收

费，更不能徇私舞弊、索贿受贿。要实事求是、认真细致，核查报

告要真实，反映问题要准确，由核查人员签字。

（三）各地拍卖监管、审批部门要积极协同配合，加强工作衔

接，做到信息共享、交流畅通、办理及时，共同完成年度核查工作。

（四）年度核查结束后，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审批局、雄

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要按照《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做好拍卖业务委托

下放许可事项衔接 规范拍卖行业监管工作的通知》（冀商规字

〔2020〕2号）和我厅年度核查通报意见，及时办理拍卖业务终止、

注册事项变更、公物拍卖降级等相关业务。

（五）各企业要积极配合核查工作，及时提交核查材料，认为

向核查人员提交的材料有保密内容的，应注明“保密”字样并密封。

核查人员对在核查中获知的有关拍卖企业及分公司、委托人、竞买

人、买受人要求保密的内容，要严格按照保密规定为其保密，造成

泄密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流通业发展处 程伟 申欢欢

电 话：0311-87909785 0311-87909165

邮 箱：hbswtltc@163.com

河北省商务厅

2020 年 5 月 12 日

mailto:hbswtlt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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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第 32 期）全国拍卖师

资格考试报名的通知

各位考生：

为了促进拍卖行业有序发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 2020 年度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计划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要求，根据《拍卖师资格考试管理办法》规定，经全国拍

卖师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 2020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中拍协将组

织 2020 年（第 32 期）全国拍卖师资格考试工作，现将考试报名及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

（一）报名条件

凡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拥有国家承认的专科以上学历；

4、品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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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以上条件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居民，也可报名参加考

试。

2019 年（第 31 期）拍卖师资格考试时不合格的笔试科目，考生

今年可补考该科目一次。

（二）报名程序

1、报名

所有考生一律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www.caa123.org.cn）上

报名。报名时间从 5月 8 日起至 6月 21 日止。具体步骤请按照《2020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操作程序及说明》（附件 1）操作。

新考生在填写报名信息时应上传以下 3 项资料的扫描件：（1）

拥有国家承认的专科以上学历者上传学历或学位证书原件；（2）本

人身份证明原件（双面）；（3）本人近期 1 寸证件照，照片为 jpg

格式，像素 295*413，照片大于 30KB，底色为白色。

补考考生需上传本人近期 1 寸证件照和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双

面）。

其中，补考主持技巧的考生应于今年笔试成绩公布后（11月初），

待主持技巧考试通知后再报名。具体报名要求请于 11月初关注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www.caa123.org.cn）。

http://www.caa123.org.cn/
http://www.caa123.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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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及补充资料

考生可于 5月 16 日之后登录中拍网查询报名审核情况。

未通过审核的考生可根据驳回理由尽快在网上补报资料，补报资

料时间截止到 6 月 28 日。

3、网上缴费

审核通过的考生在网上缴纳考试报名费，每科 80元，缴费时间

截止到 8 月 31 日。（缴费开具发票等具体事宜详见附件 2）。

4、打印准考证

缴纳考试报名费后，考生应于 9月 16 日起至考试现场报到前，

在中拍网自行打印《2020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准考证》（准考证一律

使用 1 张 A4 打印纸，不可分页打印,不可调整修改准考证格式）。

新生准考证号及座位号在现场报到时分配。

（三）考试说明

2020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科目调整为：《拍卖实务》、《拍卖法

律知识》、《拍卖概论》、《拍卖主持技巧》4 个科目。

其中，考试科目《拍卖概论》由原《拍卖经济学》调整而来，保

留了原有考察体系中与拍卖实践联系较为紧密的部分。报名参加2020



22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需补考原《拍卖经济学》科目的考生，补考科目

调整为《拍卖概论》。其他科目补考生的考试科目不变。

二、考试安排

（一）考试科目

2020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笔试（三个科目）：

10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9:00-11:30“拍卖实务”

10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14:30-17:00“拍卖法律知识”

10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 9:00-11:30 “拍卖概论”

第二阶段为主持技巧考试（一个科目），时间为 11月 14、15 日。

三科笔试科目成绩全部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第二阶段考试。

（二）考试大纲及参考书目

拍卖师资格考试各科目考试内容及参考书目参见《2020 年拍卖

师资格考试大纲》。

主要参考书目包括：《拍卖实务》2020 版、《拍卖概论》2020

版、《拍卖法律教程》2020 版、《拍卖行业标准汇编》2020 版、《拍

卖法律法规汇编》2020 版、《网络拍卖规程》实施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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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咨询

（一）考试相关政策咨询

中拍协拍卖师管理部

联 系 人：刘曦 荣博

联系电话：010-64931499 转 8004、8005

电子邮箱：rongbo@caa123.org.cn

（二）网络报名技术咨询

中拍协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4008985988

附件 1：《2020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操作程序及说明》

附件 2：《2020 年度拍卖师报名考试交费相关提示》

附件 3：《2020 年拍卖师资格考试大纲》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mailto:rongbo@caa123.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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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0 年拍卖行业高管人员研修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拍卖行业协会、各拍卖企业：

为进一步提升拍卖企业经营思维，优化盈利模式，培

养适应新业务模式的企业管理人才，中拍协将于 2020 年

8月中旬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2020 年拍卖行业高管人员

研修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参加对象

从事拍卖业务的企业及相关机构负责人与高管人员。

二、 研修主题

在线运营与线下服务

三、 研修内容

（一）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预判；

（二）拍卖行业最新政策解读与执行；

（三）本土与海外拍卖行运营思维与创新实践案例；

（四）新媒体营销：在线直播、VR技术、短视频、客户

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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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下服务标准与价值创造。

四、 研修形式

（一）国务院智库专家讲座；

（二）创新企业案例分析；

（三）海外拍行连线；

（四）分组讨论与项目报告；

（五）座谈交流会。

五、 研修时间

（一）报到时间：2020 年 9月 15 日下午 2-7 点

（二）研修时间：2020 年 9月 16-17 日 9点—17 点

（三）地点：山东省青岛市

六、 其它事项

（一）研修费用

会员单位 28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3800 元/人。（包含：

学费、资料费、合影、证书工本费等，不包含食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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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证书

研修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国拍卖行业高级经营管理

人员研修班结业证书》（视为“拍卖企业等级评估指标”

中“其他与拍卖相关资格证书”）。 拍卖师可折算 2020

年继续教育 40学时。

（三）报名方式

会员企业报名链接 非会员企业报名链接

研修班限额 150 人，额满截止报名。

（四）报名咨询

电 话：010-64931499-8001/8002/8003

邮箱：liucong@caa123.org.cn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

http://www.caa123.org.cn/auction/toRevert.do?receiptid=22
http://www.caa123.org.cn/auction/toRevert.do?receipt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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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取优秀拍卖企业证书及牌匾的通知

各有关拍卖企业：

2018 至 2019 年度全省优秀拍卖企业评选及公示工作业已结

束，协会秘书处为各优秀拍卖企业制作了证书和牌匾，请各有关单

位抓紧到协会秘书处领取。外地单位需要邮寄的，请把邮寄地址发

至协会邮箱以便邮寄由秘书处负责按照提供的地址邮寄。

联系人：冯恩典

电话：0311—86045287

邮箱：hbpmxh@163.com

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 448 号五矿大厦 1312 室

省拍协秘书处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mailto:hbpm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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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法律法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试行）》的通知

发改办法规〔2019〕50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整合牵头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 号），加

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化，根据《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部委第 39 号令），

我委商有关部门制定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试行）》

（以下简称《标准》）。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一、各地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按照简化流

程、提高效率、公开透明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

区域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以标准化推进全流程电子

化、服务便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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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按照《标准》要求，进一

步突出公共服务，健全平台电子系统，优化服务流程，规范服

务行为，为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政监督部门等提供高效、

便捷、优质服务。

三、请各地区、各有关单位在《标准》贯彻实施过程中，

注意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我委，我委将适时进行

修订完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9 年 4 月 25 日

附件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试行）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

原则与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要求、场所与设施要求、信

息化建设要求、安全要求、服务质量与监督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主要是各

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所提供的服务。社会资本建设运行的有关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参照本标准有关要求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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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安

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2208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实践指南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1061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21064 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部委第 39 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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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0 号令）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V2.0)》（发改办法规

[2018]1156 号）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公共资源交易

公共资源交易是指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具有公有性、

公益性的资源交易活动。

3.2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是指实施统一的制度

和标准、具备开放共享的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和规范

透明的运行机制，为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政监督管理部

门等提供公共资源交易综合服务的体系。

3.3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是指由政府推动设立或政

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确定的，通过资源整合共享方式，为

公共资源交易相关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等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主要运行服务机构。

3.4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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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电子服务系统）是

指联通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监管系统和其他电子系统，

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数据交换共享，并提供公共服务的枢

纽。

3.5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电子交易系统）是根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

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各类交易特点，按照有关规定建设、对

接和运行，以数据电文形式完成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信息系

统。

3.6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管系统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电子监管系统）是

指政府有关部门在线监督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信息系统。

3.7 竞得人

本标准所称竞得人包括中标人、成交供应商、受让人等。

4．基本原则与要求

4.1 基本原则

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立足公共服务职能定位，建立健全电

子交易系统，不断优化见证、场所、信息、档案、专家抽取和

交易流程等服务，积极开展交易大数据分析，为宏观经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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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交易市场提供支撑。其建设和运行应当遵

循以下原则。

4.1.1 依法依规，科学规划。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结合本地公共资源交易实际，合理规划、科学布局，突

出特色、注重实效。

4.1.2 便民高效，规范运行。精简办事材料，优化办理流程，

量化服务指标，完善功能标识，高效规范运行。

4.1.3 公开透明，强化监督。完善办事指南信息，构建完善

咨询投诉、服务评价机制，不断提高业务办理公开透明度，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

4.2 基本要求

4.2.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政策规定。

4.2.2 具备必要的、功能齐备的场所和设施，以及满足交易

需要的电子交易系统，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制度，落实安全

保护技术措施，保障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4.2.3 建立健全平台运行服务制度和内控机制，加强对工作

人员的管理，不断提高平台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4.2.4 在电子服务系统和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向社会公开平

台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规范和监督渠道等，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4.2.5 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制定实施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预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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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及时向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推送交易信息等。

4.2.7 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投诉事项和违法违

规行为，承担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5．服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5.1 业务咨询。

5.2 项目登记。

5.3 场地安排。

5.4 公告和公示信息公开。

5.5 交易过程保障。

5.6 资料归档。

5.7 数据统计。

5.8 档案查询。

6．服务流程要求

6.1 业务咨询

6.1.1 咨询服务方式应包括但不限于网上咨询、电话咨询和

现场咨询。

6.1.2 咨询服务应遵循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

6.1.3 工作人员应向交易相关主体提供以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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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提供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

6.1.3.2 介绍交易业务流程、办事指南、注意事项等。

6.1.3.3 指引相关主体使用电子交易系统事项办理流程。

6.1.3.4 其他咨询事项。

6.1.4 不属于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答复或解决的问题，应解释

清楚，并予以引导。

6.2 项目登记

6.2.1 纳入平台交易项目的登记方式应包括网上登记、现场

登记，鼓励实行网上登记。

6.2.2 工作人员在办理项目登记业务时，应按照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定进行必要提示，对确需调整、补充材料的，应一次性

告知需调整、补充的材料。

6.2.3 相关文件资料齐备后，工作人员应根据交易项目的内

容、规模及其交易方式，对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

申请的场所、时间等予以确认，及时办结项目登记，并告知交

易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事项。

6.2.4 应为纳入平台交易项目明确具体的服务责任人。

6.2.5 如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提出申请，可为

其提供交易文件标准化模板，但不得对交易文件进行审批、核

准、备案。

6.3 场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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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应当根据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的申请，

及时确定交易项目的交易场地和评标（评审）场地。场地确定

后确需变更的，应及时提供变更服务，并调整相应工作安排。

6.3.2 应做好交易过程中的各项准备工作，场地及设施应符

合本标准第 7 部分的要求，以满足交易项目需求。

6.4 公告和公示信息公开

6.4.1 公开方式

应在项目登记办结后，按照交易项目的交易方式或者交易

阶段，根据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的委托，协助其

在法定媒介发布交易公告和公示信息；同步在电子交易系统公

开的，公告内容应保持一致。

6.4.2 协助处理异议或者投诉

在法定时限内，遇有对公告和公示信息的形式、内容、期

限等提出异议或者投诉的，应按规定及时向交易项目的实施主

体或其代理机构，或者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反映，并协助做好有

关核查及处理工作。

6.5 交易过程保障

6.5.1 在交易实施前，应按照交易项目的特点、流程，做好

场所、设施、技术等服务保障的准备工作。同时，宜采用短信、

电话或者其他方式通知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做好交

易实施的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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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交易实施过程中，应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启用相关设

施、场所，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其它相关服务，并协助交易项目

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维持交易秩序，确保交易活动按照既

定的交易流程顺利完成。

6.5.3 应按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有序引导经身份识别后的评

标（评审）专家进入评标（评审）区域，并将其随身携带的通

讯及其它相关电子设备妥善保存在规定地点。如有需要，应按

规定提供评标（评审）专家的抽取服务。

6.5.4 在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应见证交易过程，对交易活

动现场、评标评审情况等进行录音录像，并按规定确保评标评

审过程严格保密。

6.5.5 交易实施过程中，遇有异议或者投诉的，应按规定及

时向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或者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反映，并协助做好有关核查及处理工作。依法应当暂停交易

或者终止交易的，应提示并配合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

机构按 6.4.1 的规定进行公告，并采取短信、电话或者其他方

式通知所有相关主体。

6.5.6 如遇不可抗力、交易系统异常等情况，导致交易无法

正常进行的，应按规定配合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

暂停交易；如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保留相关证据并及

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38

6.5.7 应建立健全不良交易行为发现处置机制，工作人员在

交易服务过程中，对发现的不良交易行为应进行记录，并及时

报送至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处理。

6.6 资料归档

6.6.1 应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档案管理制度，按照“一

项一档”的要求，将交易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文档、纸质资

料以及音视频等按有关规定统一归档。

6.6.2 应设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归档案卷应齐全、完整、

目录清晰。

6.6.3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和要求保存档案，

确保档案存放地点安全、保密。

6.6.4 交易相关主体违反规定拒绝提供归档资料的，应及

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6.7 数据统计

6.7.1 应建立交易数据统计制度，保障数据质量，按要求

及时统计并向有关电子服务系统和行政监督部门推送统计数

据。

6.7.2 应通过电子服务系统，向社会公开各类交易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

6.8 档案查询和移交

6.8.1 应建立档案查询制度，依法依规提供档案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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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应做好档案查询记录，并确保档案的保密性、完整

性。

6.8.3 应按规定及时向档案馆移交相关档案。

7．场所与设施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场所设施建设应遵循集约利用、因地制宜、避免重

复建设的原则，按相关规定和标准配备必要的服务和办公设

施，以及电子交易系统软硬件设备。

7.1.2 公共服务、交易实施、评标评审、办公等功能区域，

应当边界清晰、标识醒目、设施齐备、干净整洁。

7.1.3 有条件的交易场所，可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等提供相

应的办公区域和设施。第三方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CA 证书、银

行结算、其他商务服务等。

7.2 场所设置

7.2.1 公共服务区域

7.2.1.1 应设置咨询服务台，有专人提供业务咨询等服务。

7.2.1.2 应配置信息展示、信息查询和信息服务等设施，

有专人维护、管理和服务。

7.2.1.3 应按照各类公共资源交易的基本业务流程设置服

务窗口，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和办公设备。

7.2.1.4 应设置休息等候区域，并配备必要的设施。



40

7.2.1.5 应设置公共区域电视监控系统，实施 24 小时不间

断监控。

7.2.2 交易实施区

7.2.2.1 应根据公共资源交易的不同类别及其特点，设置

相应的开标室、谈判室、竞价室、拍卖厅等，并配备相应的服

务人员和必需的设施设备。

7.2.2.2 开标室、谈判室、竞价室、拍卖厅等交易场所，

应当设置音频视频监控系统，对在现场办理的交易活动全过程

进行录音录像。

7.2.3 评标评审区

7.2.3.1 评标评审区域应与咨询、办事、开标、竞价、拍

卖等公开场所进行物理隔离，有必要的，可设置专家抽取终端

和专家专用通道。

7.2.3.2 应设置音频视频监控、门禁等系统，门禁以内宜

设置评标评审室、谈判室、磋商室、询标室、资料中转室、专

家用餐室、公共卫生间等，并配置相应的服务人员和必需的设

施设备；有条件的交易场所，应配备隔夜评标评审场所和设施。

7.2.3.3 门禁以外相邻区域宜设置物品储存柜、监督室、

专家抽取室等。

7.2.3.4 评标评审区入口处宜设置通讯检测门，并与门禁

系统联动运行。

7.3 标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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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应在服务场所设置清晰的导向标识、门牌标识、禁

止标识和安全标志。

7.3.2 应有楼层导向图、功能分区平面图，以及不同人员

的通道标识标志。

7.3.3 标识标志应符合 GB/T 2893.1《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

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GB/T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T 10001.1《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的要求。

7.4 监控系统

7.4.1 应设有业务监控和安全保障监控设备，并配备专职

人员维护，保证正常运行。

7.4.2 业务监控应自业务开始至结束，对监控范围内的一

切声源与图像同步录取，录音录像保存期限应符合相关规定。

8．信息化建设要求

应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建立或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确定电子交易系统，为交易相关主体提供在线交易服务，并通

过对接电子服务系统、电子监督系统和其他相关电子系统，推

动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数据交换共享。

9．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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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应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配备安全保卫人员，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

9.2 应按有关规定配备消防器材、应急照明灯和标志，加

强消防安全日常监督检查。

9.3 应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明确突发性情况的

应对措施。

9.4 应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制度，落实安全保护技术措

施。

9.5 互联网运营网络宜采用主备模式。

9.6 各类系统数据宜设置异地备份。

9.7 信息和网络安全应符合 GB/T 22081《信息技术 安全技

术 信息安全控制实践指南》、GB/T 20269《信息安全技术 信

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 20270《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

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

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1061《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

行管理规范》、GB/T 21064《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的

要求。

10.服务质量与监督评价

10.1 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具有一定数量的相关专业人员，

能满足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提供服务的要求，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制订完善的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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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应公开承诺办理时限，限时办结，建立“一站式”服

务模式，提高工作效率。

10.3 应实现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

信息公开。

10.4 应完善服务监督形式，建立服务质量监督的反馈和投

诉制度，公布投诉方式（电话、信箱等），畅通监督渠道。

10.5 应建立服务质量评价机制，采用自评价和外部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和服务满意度调查，定期

公示评价结果，并根据评价结果不断改进服务。

(文章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拍卖论坛

艺术品网络拍卖依托的法律与操作风险

艺术品网络拍卖与传统线下拍卖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作为

拍卖领域的特别法，《拍卖法》必然会对线下拍卖进行规范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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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网络拍卖是植根于互联网上的竞价交易，我国 1997 年实施

的《拍卖法》没有涉及到互联网，且其他直接针对网络拍卖的法

律也几乎没有。

比如，《拍卖法》要求线下拍卖需依规进行拍卖企业注册，

拍卖会必须由拍卖师来主持，不允许自营拍卖以及对拍卖公告与

展示的限制性规定等，而这些对于网络拍卖似乎都失去了约束意

义。当然，同样也适用于艺术品网络拍卖的拍卖方有权单方终止

委托拍卖合同，拍卖品瑕疵免责声明等也都无法得到《拍卖法》

的支持。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对于通过互联网销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做了详尽的规定，但其对于艺术

品网拍没有多少涉及。比如，该法律没有提及拍卖竞价的交易模

式，没有对自营商品和委托交易商品进行区分，缺少对拍卖过程

中的恶意串通进行法律规范，该法更没有考虑到文物艺术品的特

性，没有涉及拍卖品的瑕疵免责条款。而这些对于艺术品竞价交

易都十分重要。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中有这样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

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

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针对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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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商品的交易，没有考虑艺术品的特殊性。按照该法的规定，有

瑕疵的艺术品在交易后是难以免责的。显然，其货品无理由退货

和假货处罚的规定并不适合于具有文物艺术品特性的拍卖交易。

2016 年 11 月 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了《网络拍卖

规程》。该文件中规定了网络拍卖，应由拍卖师或其认可的预设

拍卖程序、文字、语音或动画等方式主持拍卖；应于拍卖前通过

网络拍卖平台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拍卖师通过网络拍卖平

台确认有效最高应价后，拍卖成交；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与拍卖

人可通过网络拍卖平台签署电子成交确认书等等。不难看出，《网

络拍卖规程》是将《拍卖法》的条款向互联网方面做了衔接与拓

展，它似乎更适宜于由拍卖企业经营的网络拍卖，也许会难以与

非拍卖机构进行的艺术品网拍相融合。由于《网络拍卖规程》属

于推荐性标准而不具备强制力，因此在实践中仅具有借鉴价值和

行规地位。

当上述各个法律、规程都不能具体指导和规范艺术品网络拍卖

行为时，艺术品网拍也许只能到一般法律中去寻求支持。考虑到

网拍交易涉及到多重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则更为贴近一些。

因此，艺术品网络拍卖的各方当事人除了尽量去靠拢上述法律、

规程之外，更要十分重视和完善交易中各项操作规则的合同式表

达。

由此可见，艺术品网拍企业在经营中面对的风险一定会是当

事人之间出现纠纷时的法律依据不足。尤其涉及到拍品真伪、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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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成交款与拍品交割、拍品递送中损失等，用什么法律来考量就

会成为问题。《拍卖法》规定拍卖人做了瑕疵声明可以免责，《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交易完成七日内可退货，对售假要进行处

罚，如果网拍规则和程序上没有依托好相关法律，在纠纷出现时

极可能很难各方达成一致。此外，从技术层面上看，由于网络设

置不恰当，网络拍卖中也许会出现网络拥挤、网络故障或遭黑客

攻击等情况，此时拍卖结果是否有效，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将如

何处理，也是法律难以界定的事情。

网络拍卖与传统拍卖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十分看重企业的经营

品牌，这也是为什么蘇富比和佳士得网络拍卖做的比内地拍卖企

业好很多的主要原因。规范、自律、专业是品牌建设的关键所在。

网拍经营者对拍品的选择应尽量避开难于鉴定、容易引起争议的

古董艺术品，并创造网上拍卖线下辅助展示的机会。“假拍”一

直被社会各界所诟病，网络拍卖更易让当事人产生疑虑。因此，

网拍企业应规范操作，严格佣金收取制度，限制恶意串通和虚假

炒作的空间。

从竞买人角度上看，艺术拍品的真伪在网络上往往不容易被辨

认，因此规避网拍风险的做法就是不去参与那些难以通过网络辨

别拍卖品的竞买，尤其是那些古代艺术品和工艺品；也可以请求

网拍机构提供线下审核拍品的机会。另外，网络上比线下拍卖或

许更可能出现串通顶价的情况，因此，买家对待拍艺术品的价格

事先要有预判，价拍高了就及时放弃。一般认为，竞买成功后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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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拍品，谁选的快递企业则对可能出现的递送损失担责，所以竞

买人应尽量避免自己指定快递机构。通常情况下，拍卖企业会选

择一家固定合作的快递企业，并承担拍品送到买家手中的损失风

险。

委托方（卖家）也有经营风险。首先，当今手中有货亟待出

手的人很多，此时要提防利用这种迫切心理骗钱的“先收费”假

拍机构。送拍人要坚决规避那些没拍卖先收钱的网拍。此外，由

于目前网拍不太适合于价格过高，比如几百万元以上的古董艺术

品的交易，价格可能会拍低，委托人送拍时要确定好适当的底价。

(文章来源：季涛谈艺术品收藏与拍卖)

提高服务质量，赢得委托方和社会的信任

——范干平在宣贯海关涉案财产拍卖规定网络培训会

上的发言

今天的会议采用视频形式进行，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特殊时期、

特殊形式、特殊会议。说特殊会议，因为行业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

习海关总署有关海关涉案财产拍卖规定的会议，而一段时间以来，拍

卖行业传统的业务来源不断被蚕食，市场萎缩，关键时刻，海关总署

颁发有关规定，对行业、对市场是一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以海关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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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物资为代表的公物处置采用拍卖方式进行，是我国法律规定，同

时也是拍卖市场中唯一由法律规定必须委托依法设立、取得资格的商

业性拍卖机构负责拍卖的业务，法律保障了这一市场。今天我讲三点

意见：

第一，公物是我国拍卖行业最早最重要的业务和市场，也是唯一

有法律支撑的业务。大家知道，我国的拍卖行业恢复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1988 年，国营广州拍卖行成立，宣告我国拍卖行业得以恢复，

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的拍卖行大概有 20-30 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

海地区。早期拍卖行业主要是做一些国有破产企业和零星商业网点转

让的拍卖。海关、工商和公安的缉私罚没物资进入拍卖程序，给拍卖

行业注入了巨大的动力，行业由此起步、发展。所以说，没有海关、

工商、公安罚没物资的拍卖，就没有中国拍卖行业的今天。

海关罚没物资，是行业恢复初期十多年中品种最多、价值最高的。

标的。因为价值很高，同时因为涉及犯罪，成交是最为重要的，程序

合法，结果合法，处置难度不大。行业恢复之初的大多数拍卖企业，

都从事罚没物资，我们把它称之为公物。比方说，上海最早开始公物

拍卖，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颁发了两枚公章，一号公

章，由现在的上海拍卖行有限公司持有，拍卖生活资料，。二号公章，

由上海国际商品拍卖公司的前身上海物资拍卖行持有，拍卖生产资

料。以后，公物拍卖企业扩展到 4 家拍卖行，再以后，扩展到 9 家、

12 家，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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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也是，当时成立的拍卖企业，主要做海关、工商、公安的罚

没物资，同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大量企业进入拍卖队伍，拍卖行

业很快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沿边、沿海城市和地区的拍

卖市场热闹起来。海关罚没物资是因为紧缺、海内外存在巨大的剪刀

差，巨大的利润空间使得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进行走私，同时，罚没物

资需要快速变现结案，技术难度不大。

公物处置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执法者可以委托拍卖，也可以

自行处置。其实，一旦走私物资被执法部门查扣没收，它的性质已经

变了，变成了国家所有，处置以后价款应该上交国库。执法部门有权

自己处置，就可能导致国有大金库里面的钱，变成小金库的钱或者流

失，还可能造成腐败。二是作为拍卖企业，因为物资比较紧缺，拿到

手就可以拍卖，还有丰厚的佣金收入，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关系、态

度比服务重要，于是公关成为一些拍卖企业最为重要的工作，以至于

引发违法违规，引起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公物处置的有关

规定，第一次明确拍卖行为的合法性，明确拍卖是市场行为，是应该

得到认可的。以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拍卖法》对

公物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规范。《拍卖法》规定，凡是公物必须委托依

法设立的拍卖公司，通过拍卖的方式处置。如果不委托，由执法部门

自行处置，将承担法律责任。拍卖行接受委托以后，如果违反了《拍

卖法》的有关规定，也要受到法律和经济处罚。应该说，《拍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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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明确了公物拍卖一应方面，规范了公物拍卖行为，

保证了处置由拍卖机构负责。

现在的拍卖已经涵盖了可以流通的商品的全部，包括动产、不动

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但是，真正有法律规定，有《拍卖法》规

范的，就是公物，海关涉案财物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这个行业很

幸运，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对公物进行规范和明确，这个业

务是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虽然现在海关、公安、工商的罚没物

资没有以前多，价值也没以前大，但仍然是行业重要的业务之一。

第二，简单说一下海关总署最新规定的特点。我通过学习，发现

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早期国务院办公厅的 48 号文件很相似，对海关

涉案财产的拍卖，从委托到拍卖，每个细节都做了规定，整个规定除

开佣金这一块，其他都谈到了。有三个特点，一是程序明确，对拍卖

过程的规定十分详细；二是，要求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明确；

三是再次明确了委托拍卖机构拍卖。“规定”的出台，说明海关罚没

物资拍卖工作已经较为成熟、规范，是进一步规范行为、提高处置质

量。

关于佣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有规定，委托商业性机构

负责拍卖，是商业行为就有商业成本，加上拍卖机构要安排人员提供

服务，而且这种服务是由专业的人、做的专业服务，是可以提升处置

质量的，收取佣金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公物拍卖佣金

单方面收取，即拍卖成交后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过成交价 5%的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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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佣金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可以收取，正确

的做法是在法律框架下，可以通过协商和争取，以改变被动局面。

第三，入库企业应该珍惜服务的机会，提高服务质量，体现社会

责任，为处于困难环境中的行业增加希望和信心。海关总署规定，明

确要指定入库，即指定合格的拍卖机构入库，成立拍卖企业库。入库

企业应该珍惜服务机会，提高服务质量，体现社会责任。现在海关委

托的涉案财产，比较零星，可能有些物资也不太好处理，佣金也不算

很高，成本又很大，很多拍卖行认为这是一个鸡肋，我不这么认为。

拍卖行业是社会中介服务机构，除开商业活动以外，还有社会责任。

海关涉案物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是社会责任，因为不是所有的拍卖

企业都可以从事公物拍卖的，因此入库的拍卖企业应该通过努力工

作，体现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给行业做榜样、表率；另一个是企

业有收益。上海现在有 200 多家拍卖公司，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这个机

会，现在入驻海关涉案物资拍卖库的企业，除了是一种荣誉，同时也

是企业增加收入非常好的机遇。进入海关拍卖库，是一种机会，与没

有入库的企业存在差别，具有优势，包括经济收入，即通过提供服务，

为自己企业增加收入。所以，入库的企业，要珍惜机会。

在市场和行业十分困难的当下，入库海关涉案物资拍卖的企业，

应该明确，企业应该提高服务质量，体现超出社会上其它中介机构的

变现能力。上海的拍卖企业具有很强的优势，即有规范司法辅助机构

进行司法强制执行财产处置拍卖前、拍卖中、拍卖后所有环节工作的

“拍辅通”，而“拍辅通”规定的所有拍卖程序和环节要求，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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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线下服务最为详细、最为规范、最核心的要求，技术含量高、实

用性强，是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掌握，并运用

到海关涉案财产拍卖工作中，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处置质量，才

能赢得委托方和社会的信任，才有更多理由、更多实力、更多底气去

争取更多拍卖委托包括其它的社会委托。

扣押与拍卖船舶司法解释中的特殊规定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马艳晖 刘晓雯

2015 年 3 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6 号，以下简称“《规定》”）

开始实施。由于海事法律关系有很多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之处，

船舶作为海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具有其特有的法律特征，因此《规

定》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基础上，专门对

扣押和拍卖船舶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本文将结合海商法的相关

规定以及海事司法实践，对《规定》中不同于一般民事财产保全和民

事执行的特殊规定进行解读和评析。

允许重复扣押船舶，且申请拍卖船舶不受申请扣船顺序的限制

《规定》第 2 条规定，“海事法院应不同海事请求人的申请，

可以对本院或其他海事法院已经扣押的船舶采取扣押措施。先申请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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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人未申请拍卖船舶的，后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

人可以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准许其扣押申

请的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船舶。”该条明确肯定了同一或者不同海事法

院可以基于不同海事请求人的请求对同一船舶重复采取扣押措施，而

且申请人申请拍卖船舶也不受申请扣押船舶的顺序的限制，这显然不

同于《民事诉讼法》第 103 条关于不得重复查封、冻结财产的规定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

规定》第 28条规定的轮候制。此外，按照《规定》第 1条，重复扣

押船舶的方式不限于限制船舶营运，也包括限制船舶处分、抵押，即

通常所说的“活扣押”。

船舶作为海上交通工具，通常价值较大且具有不可分性，因此

虽然某一个海事请求权人主张的债权在数额上往往远远小于船舶价

值，但是海事法院一旦对船舶采取保全措施则需要扣押整个船舶。而

且，由于船舶在营运过程中往往同时涉及若干个海事法律关系，如果

不允许重复扣押，则会造成其他海事请求人的债权缺乏保障。因此，

《规定》准许重复扣押船舶，实际上有利于在最大范围内保护全部海

事请求人的利益，也有利于船舶所有权人全面了解债务的情况，一并

安排担保或采取补救措施。

根据上述规定，重复扣押船舶并不以海事请求总额不超过船舶

价值为条件，而且后申请扣船船舶可以先申请拍卖船舶，也不以申请

在先的扣押船舶被海事法院裁定解除或者先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

求人明确表示不申请拍卖船舶。这是由于海事请求人对船舶拍卖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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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偿顺序与其申请扣押船舶与否或者先后顺序并无必然联系，而是

取决于海事请求的法律性质按照《海商法》规定的顺序受偿。因此，

上述规定不仅不会损害先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人的利益，反而可

以确保船舶优先权的实现，同时提高了海事请求受偿的效率，减少了

扣船期间的船舶维持费用的支出，在总体上有利于保护海事请求人的

利益，有助于切实实现海商法的保护功能。

光租船舶的扣船和拍卖不受船舶所有权的限制

光船租赁是常见的船舶运营方式，出租人将不配备船员的船

舶，在约定的期间内提供给光船承租人占有、使用和营运，并收取租

金，光船承租人对于经营船舶过程中产生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民

法基本理论，光船承租人租用的船舶属于船舶所有人的财产，不能作

为光船承租人的责任财产，光船承租人只能以自己所有的财产对外承

担责任，光船承租人的债权人无权要求以光租船舶的拍卖价款补偿。

因此，虽然《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23条已经明确规定可以因光

船承租人的债务扣押光租中的当事船舶，但是对于是否能够拍卖该光

租船舶，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在操作中也存在法律障碍。对

此，《规定》第 3 条明确规定，“船舶因光船承租人对海事请求负有

责任而被扣押的，海事请求人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29条的规

定，申请拍卖船舶用于清偿光船承租人经营该船舶产生的相关债务

的，海事法院应予准许。”

最高院之所以最终采纳“能扣就能卖”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是符合光船承租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光船租赁与普通的财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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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关系有所不同，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光船承租人作为船舶的直

接控制主体，与除船舶所有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发生货物运输、港口作

业等合同关系，以及船舶碰撞、油污损害等侵权法律关系时，其法定

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承担与船舶所有人几乎并无二至。二是与国际公约

接轨。在海事诉讼中特有的对物诉讼制度的影响下，现行的有关船舶

扣押的国际公约，如 1952 年《统一海船扣押某些规则的国际公约》

和 1999 年《国际船舶扣押公约》，均规定因光船承租人的债务而被

扣押的光租船舶可以被拍卖，用于清偿光船承租人在经营该船舶过程

中产生的债务。

在实务中，可能会存在其他对船舶所有人享有海事请求权的主

体，这些海事请求人仍然可以按照《规定》第 2 条申请重复扣押该光

租船舶，并申请拍卖船舶。因此，只要海事请求人及时行使权利，该

规定并不会损害海事请求人的利益。但是，对于船舶所有人而言，毫

无疑问则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即便其与导致扣船的纠纷不存在任何关

系，也难逃自己的船舶被依法拍卖的风险，这将对船舶融资租赁业务

产生潜在的巨大影响。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船舶所有人在签订光船

租约时，首先要对光船承租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严格谨慎地审查，最好

要求光船承租人提供充分可靠的担保；在光船租赁期间，船舶所有人

还应对光船承租人经营船舶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监控，采取风险防范措

施；一旦光租船舶被扣押，光船承租人很可能不积极提供担保，此时

船舶所有人还需要协助提供担保，避免船舶被拍卖。

需要注意的是，拍卖光租船舶的价款只能用于清偿光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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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该船舶过程中产生的债务，而不能清偿光船承租人的其他债

务，因此在拍卖价款的分配过程中需要对参与分配的债权进行严格的

甄别和审查，以避免扩大受偿债权的范围进而损害船舶所有权人的利

益。

关于申请扣船提供担保的特殊规定

船舶作为运输工具，以营运作为收入主要来源，一旦被扣押，

船舶将无法正常运营（除申请人仅要求限制船舶处分、抵押等保全措

施之外），不仅会导致高额的船期损失，而且包括燃料、物料、淡水

及供应品的消耗、船员工资等在内的维持费用也在持续发生，且船舶

吨位越大、扣押时间越长，数额越高。针对船舶的这一特性，《规定》

对申请扣船的反担保做出了特殊规定。

作为基本原则，《规定》第 4条规定无论是诉前申请扣船还是

诉讼中申请扣船，申请人都必须提供担保，第 5 条进一步规定担保具

体数额，“应当相当于船舶扣押期间可能产生的各项维持费用与支出、

因扣押造船的船期损失和被请求人为使船舶基础扣押而提供担保所

支出的费用”，而且随着扣押时间的延长，申请人应当追加担保。上

述规定的担保数额，实际上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司法解释》第

24条规定的申请扣船错误的赔偿范围和项目相一致，也就是说，申

请扣船的反担保数额应当足以涵盖扣船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数额。但

是，《规定》没有对担保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海事法院在接受担保

时需要确保该担保是合法的、可靠的、具有可执行性的。对此，最高

院在《涉外商事海事案件适用法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中曾指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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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请求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提供的担保应当是充分可靠的担保，如现

金担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担保。”

但是，考虑到上述担保数额通常较高，对于船员、人身伤亡受

害人或家属等依法享有海事请求的自然人而言，则很可能会因无力提

供足额担保而实际无法行使申请扣船保全海事请求的权利。因此，《规

定》第 4条还规定了可以不提供担保的例外情况，即“因船员劳务合

同、海上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申请扣押船舶，且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充分体现了对于弱势

群体的保护。在《规定》的制定过程中，曾经有观点认为资信良好且

实力雄厚不存在执行障碍的企业（如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申请扣

船也可以不提供担保，但是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确定性，最终

没有保留该项例外。

海事纠纷解决后，或者确定不存在错误扣船的情况下，海事请

求人提供的扣船担保就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尤其是在提供现金担保

或者第三方收取担保费用的信用担保的情况下，及时返还担保可以减

轻海事请求人的经济负担。但是，此前相关法律对于返还担保的时间

和条件均未有规定，各海事法院对此也做法不一。《规定》第 6条明

确规定了海事法院返还担保的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案件终审后，

海事请求人申请返还担保，海事法院告知被申请人后，被请求人在三

十日内没有提起相关索赔诉讼，即推定被请求人在合理时间内不主张

错误扣船的索赔；第二种情形是被请求人同意返还，该情形是被请求

人自愿放弃担保，不以诉讼或仲裁程序是否终结为条件；第三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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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被请求人负有责任，并且赔偿或给付金额与海事

请求人要求的被请求人提供的担保的数额基本相当，即不存在错误扣

船的情况。上述规定一方面为海事请求人要求返还担保提供了依据和

程序保障，另一方面也敦促被请求人在合理的时间内行使错误扣船的

索赔权，避免双方的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关于船舶拍卖和船舶变卖的特殊规定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司法解释已经对船舶拍卖程序做出

了比较详细和全面的规定，《规定》则主要是结合海事司法实践经验，

对拍卖程序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予以明确。同时，考虑到船舶扣押时间

越长，产生的看管费用和维持费用等支出越多，这实际上降低了船舶

的偿债能力，因此对于实践中因缺乏明确规定而导致船舶拍卖程序拖

沓的情况，最高院也在《规定》中做出明确规定，提高船舶拍卖效率。

实践中，船舶往往无法一次拍卖成交而需要二次拍卖，但二次

拍卖公告仅仅是履行船舶拍卖的程序性要求，并不涉及债权登记等实

质问题，如果仍然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32条规定的“拍

卖船舶的公告期限不少于三十日”，则无疑会延长船舶扣押期限。因

此，《规定》第 9条规定二次拍卖船舶可以直接适用《拍卖法》第

45条的规定在拍卖日七日前发出拍卖公告。

为了确保船舶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快变现，最高院参照2004

年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

简称“《执行规定》”）在《规定》中增加了船舶变卖的规定，同时

针对船舶扣押期间费用支出数额较大的特点，简化了船舶变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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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定》第 13条规定船舶变卖的条件是“经过两次拍卖仍然流

拍”，将《执行规定》规定的三次拍卖流拍才能够变卖的规定予以简

化，但同时规定“变卖价格不得低于评估价的百分之五十”，以防止

变卖价格畸低而损害船舶所有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对于无法以评估价

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价格成交的船舶，《规定》第 14条又增加了有

条件的“无底价变卖”，即“经已受理登记债权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

债权人同意，可以低于评估价的百分之五十进行变卖处理”。需要注

意的是，对于无底价变卖仍然不能成交的船舶，《规定》没有采用《执

行规定》的作价抵债的处理方式，而是规定“海事法院可以解除船舶

扣押”。这主要是考虑到无底价拍卖的船舶本身很可能不具有实际价

值，而且船舶拍卖的登记债权人较多，将船舶直接作价抵债给某一个

债权人需要得到其他债权人的同意，不具有可操作性。

关于债权登记受偿程序的补充规定

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船舶拍卖以及拍卖价款

的分配需要经过债权登记程序，并且根据登记的海事请求的性质按照

法定的受偿顺序进行分配，这与一般的民事执行案件有很大的区别。

债权登记受偿程序作为特有程序，没有其他法律法规可供参照，司法

实践中遇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没有明确规定的细节问题往往存在

争议，因此，《规定》对债权登记受偿程序作出了补充规定。

具体而言，对于债权登记的期间，《规定》第 16条明确规定

债权登记的届满之日为第一次拍卖船舶公告发出之日起第六十日；对

于债权登记裁定时间，《规定》第 17条规定海事法院应当在船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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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变卖成交后，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民事裁定；对于终止拍卖船

舶的情况，《规定》第 19条规定海事法院应当同时裁定终结债权登

记受偿程序，退还已经缴纳的债权登记申请费。针对实务中存在争议

的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人是否还需要进行债权登记才能参与分

配船舶拍卖价款的问题，《规定》第 18条采取否定态度，因为债权

登记的目的在于向拍卖船舶的海事法院申明债权，参加船舶价款的分

配，海事请求人在提出扣船申请时已经主张了债权，实际上达到了债

权登记的效果。

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116 条明确规定，海事法院

对债权登记后提起确权诉讼的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具有法律效力，

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对此，《规定》第 20、21 条明确规定了当事

人可以提出上诉的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在债权登记前已经就该债权

提起诉讼，二是因船舶碰撞产生债权，需要以判定船舶碰撞过失程度

比例作为确定债权的先决条件。上述规定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确权诉

讼的范围，将这两种情形的诉讼从纯粹的确权诉讼中剔除出来，给予

当事人更充分的诉讼权利。

关于船舶价款分配的特殊规定

虽然船舶是船舶所有人的财产，但是在法律上被拟人化处理，

并不能像一般财产那样用于清偿船舶所有人的所有债务，海事诉讼程

序相应地也受到英美法国家对物诉讼制度的影响，《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第 23条区分当事船舶的扣押和海事请求责任人所有的其他船

舶（即姊妹船）的扣押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为了明确船舶价款分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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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事执行中的价款分配的不同之处，《规定》第 22条将船舶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和利息（以下简称“船舶价款”）的分配顺序分成

了四个层次，只有前一个顺位的债权全部受偿后，后一顺位的债权才

能参与分配。

首先，船舶价款应当先行拨付应当由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

等海事请求责任人承担诉讼，为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

的费用，以及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支付的其他费用这与《海事诉讼特

别程序法》第 119 条的规定相一致。

其次，按照《海商法》的规定依次清偿经过债权登记的与被拍

卖、变卖船舶有关的海事请求，也就是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 23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扣押当事船舶的海事请求。清偿的先后顺

序为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由船舶留置权担保的海事请求、由

船舶抵押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其他海事请求。对于同时存在的多个没

有任何担保的其他海事请求，则没有先后顺序，当船舶价款不足以全

部清偿时，按债权比例受偿。

再次，清偿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23条第二款的规

定申请扣押姊妹船的海事请求，即通过申请扣船主张的船舶所有人负

有的其他债务。这类海事请求因不属于与被拍卖、变卖船舶有关的海

事请求而不具备债权登记的条件，但是海事请求人通过申请扣船主张

债权，按照前述《规定》第 18条的规定，仍然可以参与分配船舶价

款。

最后，当船舶价款清偿前述费用和海事请求后仍然还有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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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剩余款项的分配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可以

用于清偿船舶所有人的其他债务。

其他特殊规定对于当事人在诉前申请扣押船舶后，又向其他海

事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第 8条规定可以采取扣船与诉讼分别管

辖的方式，即有扣船法院继续实施保全措施，而无须将诉前保全案件

移送给实体审理法院一并处理。

对于海事请求人基于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等要求扣押和拍

卖船舶以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规定的管辖法院为“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基层人民法

院”。但是，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6条的规定，以船舶为

标的物的担保物权纠纷属于海事法院的专门管辖的海事案件，而海事

法院又是中级法院。为了协调上述管辖规定的冲突，《规定》第 23

条专门规定申请拍卖船舶实现船舶担保物权的，由船舶所在地或船籍

港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辖，适用海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将船舶扣押和拍卖作为“海事请求保

全”予以规定，并未明确涉及执行程序中的扣押和拍卖船舶，存在立

法空白。因此，《规定》第 24条明确其适用范围包括执行程序中拍

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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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鉴赏

一文看懂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税收新政

官宣！5月 1 日起，文物艺术品拍卖可全额开票，这无疑是对艺

术交易的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也让行业对于接下来的 2020 年春拍充

满期待。

艺术品拍卖现场

这也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拍卖行业被迫延期或取消拍卖，并陷入

到困境，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中拍协艺委会提出加快推进解决拍卖价

款开票的诉求，最终，国家税务总局在 4 月 26 日签发 2020 年第 9号

公告（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公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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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对拍卖行受托拍卖的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

政策的，允许拍卖行以自己名义就代为收取的货物价款向购买方开具

增值税普通发票，而对应的货物价款不计入拍卖行的增值税应税收

入。该规定 5 月 1日起实施。

这一拍卖税务难题的解决，给予疫情冲击下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极大的生存和发展信心。

为防范拍卖企业虚开发票，《通知》中明确要求拍卖行须将拍卖

物品的图片信息、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卖双方身份证

明、价款代收转付凭证、扣缴委托方个人所得税相关资料等留存备查。

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客观情况限制，对于委托方不享受免征增值

税政策的（主要指机构委托），仍须依照现行经纪代理服务增值税管

理要求，拍卖货款增值税发票由委托方开具给买受人。

划重点！公告第三条原文

拍卖行受托拍卖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的，拍卖行可以自己名义就代为收取的货物价款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对应的货物价款不计入拍卖行的增值税应税收入。

拍卖行应将以下纸质或电子证明材料留存备查：拍卖物品的图片

信息、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卖双方身份证明、价款代

收转付凭证、扣缴委托方个人所得税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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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艺术品，包括书画、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漆器、竹木

牙雕、佛教用具、古典家具、紫砂茗具、文房清供、古籍碑帖、邮品

钱币、珠宝等收藏品。

利好：为拍行减负、促进企业收藏入场

针对这新政，显然，对于即将到来的 2020 年春拍来说，将会迎

来企业收藏的极大兴趣。

上海苏宁艺术馆外景

近年来，企业收藏是为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新热潮，并且势不可挡。

万达集团、新疆广汇集团、复星集团、侨福集团、湖南电广传媒等，

都是艺术品拍卖场中众所周知的大客户。近年来的苏宁集团、宝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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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等更是高调竞拍，并且建立起企业收藏的专业博物馆等，这无疑是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重要资金力量。

上海宝龙美术馆外景

对于企业而言，进行艺术品投资亦是出于避税的考虑，根据国家

抵税的相关政策，进行艺术品收藏可以获得一定抵免资格。所以，艺

术品拍卖能否开具全额发票，也是影响各大企业进入拍卖场的重要因

素。

所以，2020 年第 9 号公告颁发之后，这一拍卖税务难题的解决，

给予疫情冲击下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极大的生存和发展信心。

“全款开票必将刺激企业艺术品购藏，为年中到来的春拍带来更

多的企业客户。此外，9号公告里的关于增值税的条款，也是国家对

于税收的审慎改良，企业和拍卖行同时减负。”曾任职北京保利拍卖

现当代艺术部的资深业务专家李雅璐对雅昌艺术网说到，她也进一步

表示，这将极大促进拍卖行的交割结算，尤其是和企业一方。

另外，长期看来，这一新政亦有利于抵押贷款，保险和财富管理

等部分。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税收 20年来的纷争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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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份额牢牢占据全球前三，和美国一

争高下，其中主要得益于艺术品拍卖业 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但其

中也一直受到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的困扰。

国家税务总局在 1999 年曾经发布过《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

入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 号）的

规定，按照此规定应该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收

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 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但这一政策却是一个长达 20年的“失误”。

对此，资深艺术市场专家、雅昌艺术网专栏作者季涛也曾经撰文。

1、写的是增值税，收的是营业税

实际上在过去的文件中，虽然明文规定的是对拍卖行收取增值

税，即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应当按照 4%（2014 年 7 月 1 日后调整为 3%）的征收率征

收增值税；对拍卖行向委托方收取的手续费征收营业税。但实际上在

过去 20多年间，一直收取的是营业税：真实情况是，在各个拍卖行

向各地所属的税务局讲清表明自己只能赚取佣金后，各地税务局实际

上也一直只在赚取的佣金之上收取税费。而国家税务总局对此都一直

保持默许的态度。

2、写的是 4%，收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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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文件虽表明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

4%（2014 年 7月 1日后调整为 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但实际上

实施的都是将拍卖行作为普通企业收取其佣金的 5%的营业税。

3、税务总局误以为拍卖行在拍卖自己的货

因此，过去国家税务局制定的拍卖行的相关政策，实际上并非都

是准确合理的。而各地的拍卖会和税务局也并没有按照这个“失误”

的规定来执行。否则中国大陆的拍卖行根本无法维持运转。

4、写归写，收归收，费得是嘴皮子

所以当政策与实际发生相悖时，只能让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与当地

的税务局解释清楚，就是所谓的“费嘴皮子”……

5、营改增以后，营业税的 5%改成增值税的 3%

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以后，对拍卖行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已

由缴纳营业税的 5%为缴纳增值税的 3%。

时间来到 2018 年，7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8 年第 42

号公告，明确“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按照经纪代

理服务缴纳增值税”，同时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会取得的拍

卖收入增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 号），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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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困扰拍卖行业近 20年的国税总局 1999 年 40 号文正式取

消。

但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8年第42号公告，其中第五条明确“拍

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按照‘经纪代理服务’缴纳增

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营业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40 号）停止执行”。

这一次公告明确了拍卖行以“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为税基，

符合拍卖行作为中介服务的性质。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按“经纪代

理服务”的要求，拍卖行仅可就其收取的佣金及手续费开具增值税发

票，拍卖货款的增值税发票要求由委托方开具给买受人。这一要求与

文物艺术品拍卖“买卖双方保密”的行业特性不相适应，并且因文物

艺术品拍卖绝大多数委托人为个人而难以操作。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拍协艺委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各方协调

争取之路。并在 2019 年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政

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提出《关于调整拍卖货款增值税

开票方式的提案》。

在此过程中，中拍协艺委会召集中国嘉德拍卖、北京保利拍卖、

北京翰海拍卖等企业数次进行专项讨论。

2020 年新冠疫情之后，中拍协艺委会立即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

疫情下拍卖行业的困境，提出加快推进解决拍卖价款开票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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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上旬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要求，艺委会同嘉德、保利、翰海等

企业，就拍卖企业可提供的能够证明拍卖交易真实性的证据清单进行

梳理，同时就不同委托情形的处理，文物艺术品的范围，交易证据清

单的确定，以及监管方式提出建议。

最终，在 2020 年 4 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对外发布 2020 年第

9号公告，公告第三条对拍卖行受托拍卖的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

定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允许拍卖行以自己名义就代为收取的货物

价款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而对应的货物价款不计入拍卖行

的增值税应税收入，该规定将于 5 月 1日起实施。

来源：雅昌艺术网

拍卖之前 如何给艺术品估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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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内外艺术品市场进入暂时性的“休克”

状态。原本应在最近举槌的苏富比(微博)香港春拍全面押后至 7 月，

2020 年的第一场大拍可能也得等到 5 月底才有希望开始。

对于不习惯网购，又闲不下来的买家、藏家以及行家等一大批长

期在艺术市场中打滚的人来说，这段市场停摆期不失为一段难得的休

整时光。不仅可以用来安心学习、充电，还可以梳理已有收藏脉络，

同时反思和改进既有的收藏和交易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在艺术市场浸淫越久，越容易被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所迷惑。比

如在衡量一场拍卖，或一件拍品是否拍得成功时，往往会与这场拍卖

的整体估价，或是单件拍品的估价进行对比，超估价成交则视为表现

强劲，低估价成交则显得买气不足。

http://collection.sina.com.cn/auction/pcdt/2020-04-01/doc-iimxyqwa4438647.shtml?zw=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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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对比估价进行市场判断并不可靠，这种误解的盛行，

可能部分源于人们对拍卖估价的根本误解。尽管拍卖估价看上去是拍

卖行专家对拍品的预期市场范围的客观，无误的预测，但实际上往往

并非如此。那么，拍品估价背后隐藏了哪些秘密？怎样的估价对拍品

委托人而言才最有利？

艺术品怎么估价？

拍品估价一般由拍卖行专家与拍品的委托人协商达成。双方首先

会商量出一个底价，这个数字是保密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会是最低

估价的 50%至 100%。

通常我们认为，估价是根据过去几年中其他同类拍品的拍卖价格

所制定的，有一套严格的体系，但实际上，拍卖行专家没有义务将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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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范围限制在公平市场价值，或是任何客观衡量标准上，尤其在市场

上行时。

这不像股票开市前的“集合竞价”，反映的是买卖双方对标的物

的共同价格认同。拍卖的底价完全取决于托运人愿意接受怎样的价格

（当然，如果要价太过离谱，专家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委托），没有法

规监管或其他条件会限制估价范围。

例如，现在拍卖行收到了一件拍品 A，根据各种价值评判因素，

专家认为 A可能值 10 万元，但通常他不会直接给出 10万元的估价，

而是会评估其他因素：

·情况 1：如果拍卖行或专家的议价能力强，发货人相对顺从，

也没有其他拍卖行的竞争。

·这时专家会倾向于压低 A 的底价和估价。比如将底价压至 6万

元，估价则设置为 6 万-8 万元，寄希望于激烈的竞争将价格推至目

标价格（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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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如果委托人对 6万元的底价不满意，没有其他拍卖行

竞争。

·此时，专家多会将底价定为 8 万元，并将拍品估价设为 8万-12

万元，这也是市场中最常见的估价形式。

·情况 3：如果委托人相对强势，或是有其他拍卖行加入竞争。

·专家可能会给出 10万元的底价，并将拍品的估价设为 12万-18

万元（甚至更高），这样只要有人在拍场上响应，就能保证拍品成交。

但风险是拍品不会达到最低估价，从而影响市场信心。

当买家拿到图录时，同一件拍品，估价 6万-8 万元，和估价 12

万-18 万元的观感和购买冲动显然是不一样的，往往估价越低越能吸

引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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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是底价越低越好。同样拿 A举例，如果 A以 6 万-8 万元

的估价上拍，可能最终会以 9 万元超估价落槌；而如果以 12万-18

万元估价上拍，也可能会以 11万元低于估价落槌。从观感上，超估

价成交显然是更强劲的表现，但实际上，后者却是更好的交易。

市场是实时变化的，没有哪种方法万无一失。但一般而言，市场

对某类型拍品需求大时多会选择前者，搏一搏；反之，则选择后者。

常玉《五裸女》油彩 纤维板 120 x 172 cm 1950 年代作 2019

年佳士得秋拍 估价：2.5 亿港元 成交价：3.03 亿港元

以上 3种是最常见的估价方式，实际上拍卖行秀操作的空间还有

很多（有时估价的作用甚至不仅限于拍卖）。专家认定的拍品价值，

最终很可能会由于与艺术或市场不相干的外部因素而改变。因此，拍

品达到、超过或低于估价几乎不能表明市场的强度，除非考虑到这种

延展性。

估价中的四人博弈

“我习惯于将每次性行为视作一个涉及四个人的博弈。”现代著

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给朋友的信中

提出了这种表述。弗洛伊德的四人模式，对理解拍卖估价的形成也是

一种有启发的工具。可以说，这个博弈过程同样涉及四个人：发货人，

专家，潜在买家和其他拍卖行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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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过程的第一步，还是从委托人和专家之间的开始，前文提到

他们会通过谈判确定底价。碰巧的是，许多委托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

自相矛盾的利益诉求。通常，委托人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会要求

尽量将底价和估价范围提高，越高越好。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拍卖并无帮助，因为人为夸大的估价

显然会遏制需求，并使最终落槌价格远低于预期，或者遭遇流派。所

以，真正出于对委托人利益考虑，专家通常会说服（诱导）委托人接

受尽可能低的估价，这也是拍卖行专家的主要工作。

当底价敲定后，此时潜在买家开始会走上牌桌，专家将充分了解

每位潜在买家的需求及动机。而他们的利益诉求恰好与委托人相反，

所有买家几乎都希望估价越低越好，讨价还价的空间越大越好。但如

果想成为最后胜利者，他们又必须击败所有有同样直觉的竞争者，而

专家正是要激发这种斗争的原始本能。

如果您翻开一本拍卖图录，看到一幅梦寐以求的刘野油画估价仅

是 70万-90 万港元，您可能会立刻拿起手机联系拍卖行进行委托登

记，而很有可能此时有 30个人也同样对这幅画进行了相同的委托，

这时竞争就产生了。估值是激发需求最重要的组件之一，如果没有其

他外部因素，专家们总是希望估价越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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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野《白日梦》压克力画布 22×29cm 1997 年作 2019 年佳士得

香港春拍 估价：70-90 万港元 成交价：732.5 万港元

但是别忘了，牌桌上还有一个属于拍卖行竞争对手的位置。虽然

它们并不是一直都在，但如果有多家拍卖行竞争同一件（批）拍品，

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估价虚高的情况，因为每位专家都意识到，

要赢得这场竞争只能最大可能地讨好委托人：提供更高的底价，或是

支付更多的保证金。

曾经有一家大型拍卖公司，因在竞标过程中过分夸大一件拍品的

估价而臭名昭著。即使最终那件拍品不可避免地流拍了，但那家公司

还是从竞争对手哪里获得了其他藏品，或许这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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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卖举槌之前，牌桌上的四方势力的博弈，都会影响拍品的最

终估价。这些关键因素还有助于阐明，为什么重要私人收藏如此受大

型拍卖行追捧：他们代表着大量市场生货，而且数量往往很大，委托

人通常对拍卖行作为“专家”提出的估价更认同，因此更有可能带来

超估价成交的强劲表现。

从本质上来讲，拍品估价主要是一种营销工具，有时与既往市场

价格相联系，但最理想的情况是吸引最大范围的出价。再加上光泽的

图片和偶尔学术性的注释目，拍卖行的目的是把拍品包装地更好，并

告诉尽可能多的潜在买家。

因此，以超过或低于估价成交来判断市场强弱，很大程度上是一

个伪命题，它或许只能表示拍卖行交易技巧的相对成功或失败。

参考资料：

Artsy《What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Really Mean—and What

They Can Tell Us》，作者：Martin Gammom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刘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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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6 月拍卖师变更名单

姓名 调出公司名称 调入公司名称 管理号

毛人禾 邯郸市佳祥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瑞光拍卖有限公司 1300218

王晨 天津永恒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亚锦拍卖有限公司 1200017

崔建中 河北华盛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彩洲拍卖有限公司 1700100

崔瑞媛 河北天德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保定市弘智达拍卖有限公司 2700084

李曼 河北正合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腾昊拍卖有限公司 2400413

王明皓 河北省嘉海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古赟拍卖有限公司 3000049

李伟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秘书处 保定环实拍卖有限公司 1800043

史张红 山东大地拍卖有限公司 保定市晟元拍卖有限公司 3000297

柳志芳 河北德舜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永盛拍卖有限公司 2300063

华伟 邯郸市华弈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光铭拍卖有限公司 2900056

王茹 河北卓创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广大拍卖有限公司 3000069

刘程程 河北合晶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北京亨元拍卖有限公司 2600180

刘彦红 河北古赟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冉为拍卖有限公司 2700112

陈代兰 深圳市世浩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银邦拍卖行有限公司 1900512

胡国权 河北金辉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信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1700145

鲁慧玲 河南大易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象利奇拍卖有限公司 2500391

李志刚 秦皇岛玺藏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鑫琳拍卖有限公司 1900262

杨蒙 河北广大拍卖有限公司 荣拍国际拍卖（北京）有限公司 2500349

杨振宇 河北华晨拍卖有限公司 邯郸市高高挂拍卖有限公司 110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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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全 北京天略盛世拍卖有限公司 亿仁拍卖河北有限公司 2100028

张素琼 北京本来朋友科技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中城拍卖有限公司 1700900

刘军喜 北京宣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鑫远成拍卖有限公司 2300042

李小军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维信拍卖有限公司 2100606

王明立 承德嘉德利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世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00071

柳韵玉 山东省康乾拍卖行有限公司 石家庄盛世东方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900176

王建锋 中大宇辰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小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0084

张琦 河北物华拍卖行有限公司 唐山市瑞华拍卖有限公司 3000079

㑇万水 河北广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天安拍卖有限公司 2600052

邱重光 云浮市天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华盛拍卖有限公司 1700796

潘晓光 河北茂华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群熙堂拍卖有限公司 2700102

倪蓓蓓 无锡永嘉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汇聚信拍卖有限公司 1800821

郭淑仙 亿仁拍卖河北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加晟拍卖有限公司 1900098

贺俊佳 北京东方亚行国际艺术品拍

卖

河北红海汽车拍卖有限公司 2900014

王淼 华夏佳德（北京）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

秦皇岛市安帝拍卖有限公司 0701728

马艳敏 河南凯声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河北首麓拍卖有限公司 2800275

郭峰 高德拍卖张家口有限公司 唐山今晟拍卖有限公司 2100089

时璐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秘书处 河北天和顺拍卖有限公司 2300219

庞荣荣 河北汇佳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张家口卓亿拍卖有限公司 1900101

李怡民 信阳恒丰同祥拍卖有限公司 （筹建）唐山德善信拍卖有限公司 18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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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 河北永盛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正通拍卖有限公司 1700148

刘书娟 邯郸市金恒达拍卖有限公司 津德瑞拍卖（天津）有限公司 2400058

王勇华 河北春谦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利友拍卖有限公司 0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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