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乏专业管理团队，群众收藏知识有待提高

合肥究竟该打造怎样的古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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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场星报对合肥五
大古玩市场现状进行了一次
调查，商户们纷纷表示生意不
景气，堪称史上最萧条一年。
那么，萧条背后真正原因是什
么呢？合肥需要打造怎样的
古玩市场呢？

安徽省收藏家协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查台先：

市场上鱼龙混杂，缺少上规模的大型市场

安徽省收藏家协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

查台先认为，合肥古玩市场的萧条冷清与经

济不景气有关，“经济不景气对古玩市场是一

个很大的冲击。”对此，他有着切身体会，以

前，经常有爱好古玩收藏的朋友约他一起去

逛古玩市场，让他帮忙“掌眼”，“但今年这样

的邀约少了很多。”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古玩市场鱼龙混杂，

假东西比较多。”他说，如今，不少藏家不愿去

古玩市场，如此一来，古玩市场也少了一部分

客源，“最近三四年，市场上的玉器、瓷器、书

画造假现象比较多。”

“‘入门者’在购买古玩时，一定要多加

甄别，我建议‘多看少买’。”他说，曾有一位

古玩爱好者拿了20件玉器让他鉴赏，“一番

鉴赏，一件真的都没有。”

“虽说合肥的古玩市场比较多，但没有一

个上规模的大型市场。”他认为，合肥的古玩

市场规模都不大，虽然数量多，但一定程度上

分散了人气，“深圳就一家古玩城，但规模很

大，人气也旺，大概相当于合肥5个古玩市场

加在一起的规模。”

安徽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蔡中寅：

针对目前合肥几家古玩市场出现萧条现

象，蔡中寅认为，这只是表象。

“如果说合肥古玩市场不景气，那么为

什么一些古玩店转让费那么高，城隍庙一间

门店转让费高达20万，甚至30万，这一点就

说明商户还是有钱可赚的。”蔡中寅表示。

“古玩是一种奢侈品，不是老百姓的生

活必需品，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购买力。另

外，古玩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休闲的市场，平

时人少也是很正常的，一般周末人会多一

些。”蔡中寅分析，古玩市场冷清与政府反腐

政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拍卖行会受影

响，“现代的三大投资产业增长速度都呈下

降趋势，唯有艺术品投资呈正增长趋势，平

均每年10%～20%递增。”蔡中寅认为，古玩

这个产业还是充满阳光的。

市场萧条只是表象，受政策影响不大

蔡中寅说，海上源古玩市场刚开业的时

候，确实很好，有几百家商户，那么，该市场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要关门转型这一步呢？

关键是开发商不能只做房东，把房子租出去

就行了。

现在的开发商并不是很了解古玩市场，

蔡中寅形象地称他们为“房东”，近80%的古

玩市场都是如此。“现在他们对古玩市场盲

目跟进，觉得有钱赚就投资。虽然管理有序

但无特色可言。要把市场当企业经营，不断

发展品牌，推出优质的物品。不能把古玩市

场建立起来就丢在一边不管了。”他还强调

“品牌效应”是推动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要

以“经营”为理念。

开发商不能只做房东，把房子租出去就行了

目前古玩市场的管理状况混乱。面对

这一情况，蔡中寅说:“古玩市场有特殊性

质，而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稀缺。”

“要大力培养专业人才，不仅要懂管理，

还要懂艺术品投资。”蔡中寅认为要想经营

好市场，要从提高管理者自身水平做起。

“老百姓对古玩也不是很了解，加上

有广告等误导很容易盲目投资。”蔡中寅

说道。

为了让广大群众在古玩收藏上少交“学

费”，省收藏家协会下一步工作就是开展“新

安收藏大学堂”，免费普及专业知识。

古玩城缺乏专业的管理队伍

安徽盛佳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窦志:

合肥古玩市场
缺乏专业管理团队

对于合肥的古玩市场，安

徽盛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窦志有着很深的感触，在

他看来，周末的闲暇时光，逛

逛古玩市场是一种享受。最

近几年，他和许许多多的合肥

人一样发现不少新古玩市场

“横空出世”，“合肥的古玩市

场虽然多，但规模不大，缺乏

规模效应。”他建议，可以把一

些古玩市场打造成精品古玩

市场。

对于裕丰古玩城的经营

管理方式，他比较推崇，“将花

鸟虫鱼市场与古玩市场相结

合，两者相互依托，整个市场

氛围比较雅致，且容易聚集人

气。”

“虽然合肥的古玩市场和

北上广地区的古玩市场还有

差距，但我认为合肥的古玩市

场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不过，

他也指出，合肥的古玩市场缺

乏专业的管理队伍，“‘管理出

效益’，想要培育好市场有一

个专业的管理团队是关键。”

他认为，专业的管理团队

体现在古玩市场的经营、安

保、卫生等多个方面，“经常组

织活动、笔会等，催旺市场人

气，也是管理方应尽的义务。”

“此外，收藏知识也亟待

普及。”他举例说，山东的字画

市场生意十分红火，“不少山

东人不但喜欢字画，还喜欢购

买、收藏字画，这与当地收藏

知识的普及不无关系。”

“而在合肥，向市民传播

收藏知识的活动和平台很少，

特别是公益性的活动更是少

之又少。”他觉得，相关的讲

座、展览可以多举办一些，“让

广大市民有机会接触到收藏

知识，对古玩收藏产生兴趣，

这对催旺古玩市场也有一定

帮助。”

安徽省文物店总经理汪平：

市场不景气
和安徽的经济水平有关

“安徽在地理上属于内陆，和

江苏、上海等这些经济发展很好的

地方还是有差距的。古玩收藏玩

的就是闲钱，购买力和收入水平是

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讲跟经济发

展状况有很大关系。”汪平说，“就

周边省份来比较，安徽和江西相

当。”

他认为安徽的文化底蕴深厚，

古玩这个行业的发展比较迅速。

如果经济发展提高了，市场也会跟

着活跃起来。

汪平认为：“老百姓的生活水

平好了，有了闲钱大多愿意花几百

上千在古玩上面。经济条件更好

的花十几万也正常。如果基本生

活都保障不了，就不会有人购买古

玩。”

合肥急需打造
上档次的综合古玩市场

汪平说：“要讲不受国家政策

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但影响不大。

古玩作为奢侈品，有些人拿来做

‘敲门砖’、‘垫脚石’。现在反腐倡

廉，没人敢送也没人敢收。但这毕

竟是少数，大部分爱好古玩的是老

百姓。”

开发商的“跟风”，管理不善也

是一个因素。汪平解释道：“古玩

城的地段是很重要的，像城隍庙人

气就很旺。合肥的文化氛围区主

要在南边和西边，如果市场建在贸

易区肯定是不行的。”

“目前，合肥的古玩市场并没

达到饱和，只不过缺乏上档次的高

端的综合古玩市场，现有的古玩城

急需不断完善，提高档次。”汪平认

为，目前合肥建专门的古玩市场还

不行，因为从需求量上来说，还达

不到这个要求。

合肥街头卖古玩的地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