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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采用市场比较法，分别以王沂东先生亲笔签名的版画《约会春天》和

冷军先生亲笔签名的版画《肖像之相－小罗》为参照体，对研究对象——承载

ULR 的王沂东先生电子签名版的版画《初雪》进行估值，进而得出《传承·沂东

沂光》ULR 的估值区间，供投资者、收藏者参考。 

在市场比较法的运用中，本报告始终秉持全面、谨慎、中立的原则。在研究

对象的选择上，本报告力求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传承·沂东沂光》的特征；在参

照体的选择上，本报告努力寻找同研究对象更具有可比性的对象；在进行比较分

析的过程中，本报告从艺术价值、市场价值、合作价值和开发价值等多个角度充

分考虑了研究对象和参照体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修正系数来体现并调整这些差异，

进而得出估值结果；在得出最后的估值结果时，本报告考虑到研究对象为王沂东

先生的版画作品，而《传承·沂东沂光》包含王沂东和王沂光两位艺术家的作品

版权，故本报告赋予一个整体平衡系数进行调整以得出最终的估值结果。 

本报告仅代表研究员观点。本报告不表明上海拿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传

承·沂东沂光》ULR 价值以及对投资者、收藏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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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沂东沂光》价值分析报告 

 

《传承·沂东沂光》是指《闹房》、《初雪》、《春暖太行》、《烤烟房》、《江南

女子肖像》、《梦回沙湖》、《天门之光》、《天那边》、《春归》、《心中的召唤》共十

个美术作品版权的限量单位许可权的组合。 

《传承·沂东沂光》价值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将通过对王沂东先生

和王沂光先生的作品艺术风格、作品市场表现、作品版权授权给上海拿宝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拿宝”）的具体情况，以及作品版权的开发应用可能

性等进行整理、归纳、研究和分析，从多个方面和维度提供《传承·沂东沂光》

限量单位许可权（Unit License Rights，以下简称“ULR”）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尝

试得出《传承·沂东沂光》ULR 的估值区间，供投资者、收藏者参考。 

 

一、艺术家简介 

1、王沂东简介 

王沂东先生，1955 年 5 月 11 日生于山东蓬莱县，是古典写实油画的传承人、

当今中国最具实力的油画艺术家之一。王沂东于 1968 年就读于山东省临沂第一

中学，1970 年在山东省沂源柴油机厂当车工，并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工厂演出队

的演出、绘制演出队的舞台背景和厂内的宣传画，1972 年 12 月考入山东艺术学

院美术科，开始系统学习绘画，1975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 年考入中央美术

学院油画系，1982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 年创作《古老的山村》，后参展获奖

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84 年《农家母女》获全国美展优秀奖，1999 年获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职称，2004 年 10 月由中央美术学院调入北京画院。王沂东现任国

家一级美术师，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

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其作品曾在美国、香港、

澳门、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注：王沂东参展情况汇总表详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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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沂东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同时，他也坚持运用古典写实艺术的

手法。他深知传承和创新犹如天平的两端，几十年来，不断挑战着通过自己的理

解、表达与探索，将中国年画的色彩形式以及中国画中独特的墨美融入到油画创

作中。 

2、王沂光简介 

王沂光先生，1962 年生于山东，是一位优秀的油画家。1977 年考入山东省

泰安师范学院美术系，1980 年毕业分配至山东省临沂教育学院美术系任教，1988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1990 年获硕士学位，1990 年至今任职于中

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为副高级美术师。王沂光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大路美

术研究院院长，大路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大路油画学会主席，是“大路画展”的

主要组织者之一。王沂光长期从事西藏题材的美术创作和西藏文化的研究，见证

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全程和新西藏的变化。其油画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和其他

国内外重要展览，获各类奖项数十项次，多件作品被国内外重要美术馆及收藏家

购藏（注：王沂光参展情况汇总表详见附录二）。 

作为“大路美术群体”的一位优秀油画家，王沂光表现中国铁路建设的作品

既不是简单地通过描绘开凿隧道、架桥铺路来展示铁路建设恢宏壮阔的场面，也

不是直白地通过记录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表现挥汗如雨、不畏艰险的筑路工人勤劳

朴实的品质，而是以一种象征主义的手法勾勒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王沂光以浪

漫笔调描绘的这个境界，不仅仅告诉世人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家园，还暗喻了中国

的铁路建设创造出一种幸福的生活。这种表现将具有定向主题的美术创作进行了

现代性的探索，在铁路建设题材的绘画创作上是一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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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价值分析 

1、王沂东艺术价值分析 

著名油画家朱乃正谈到王沂东时论到：“王沂东是中国当代油画新古典风的

代表之一。从 1984 年《历史系大学生》开始的肖像画系列展示了较为纯正的古

典风格，同时作品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目标：寻找民族的特色。人物背景中的飞

天仕女营造了中国式的情境；在那些背景单纯的作品中，本民族的写实技巧和风

格的协调往往使观众忽略了王沂东艺术中的另一个事实：对 19 世纪写实画风的

超越。” 

美术评论家廖雯评论说：“1983 年后，王沂东一面继续走古典油画之路，一

面大胆开拓表现题材，寻求更完美的艺术形式„„透出东方式的内在，温润的美

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程远提到王沂东时说：“王沂东的画像一首悠远的歌，

吟唱着对中国纯朴的古老文化的诗化的留恋和憧憬。我感到王沂东具备了一个人

成功要素的两个层面，一是对所选择事业的忠诚与付出；二是历经艰辛后的顿悟

与乐趣。” 

写实油画人物是王沂东的主要创作对象，其画面内容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人

物的情感，暗示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王沂东在创作中不断完善自己

的艺术语言和唯美意境，在坚持古典技法的同时，改进对色彩的把握能力和构图

的简化能力。他立足于乡土题材，并致力于把乡土题材与古典主义结合起来；在

色彩上他更是把中国画中的平涂与西方绘画的色彩充分融合。在他的作品中，空

间感和光感被减弱，色彩呈平面化，这种处理方法使他的作品体现了东方艺术中

的唯美和西方艺术中的理性。他的画风体现了对古典主义的传承和发展，被誉为

中国新古典主义。 

他的创作历程截至目前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以沂蒙山的生活场景为

题材；探索阶段，题材为古典仕女肖像，多以其女儿为模特；成熟阶段，主要是

沂蒙山女孩红色题材系列，此系列市场流通量最大，价格也最高。从王沂东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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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品可以看到大面积白、绿和黄，慢慢的，作品颜色变得纯粹，大量使用红和

黑。纯粹的用色加之其平面化的场景构图使作品更有形式感和醒目感。在王沂东

先生专有授权给上海拿宝的作品版权中，《闹房》、《烤烟房》属于沂蒙山生活场

景的题材系列，《江南女子肖像》属于古典仕女肖像题材系列，《初雪》、《春暖太

行》属于沂蒙山女孩红色题材系列。五件作品涵盖了王沂东先生各时期的风格，

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2、王沂光艺术价值分析 

《美术》执行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尚辉在评论王沂光的作品时论到：

“王沂光的画面总是闪现出一个身穿红色藏袍的姑娘，她像天使似追赶着太阳，

守护着雪山，温暖着客人，她的身边也总是相伴着一条伸向远方的银色铁轨，仿

佛那是一条由天使引领的通向未来的路。” 

作为一位“60 后”画家，王沂光经历了新时期艺术发展的思想淬火。从主题先

行的创作模式到回归真实，在乡土写实的绘画风潮中寻找地域风情，他的绘画艺

术从此打下了新写实主义的底色。他痴迷于乡土风情的描绘，但从不具体地再现

某个特定的现实场景。他的这些作品常常以俯瞰或仰望的视角调度场面，将沂蒙

山区辽远壮阔的景致和神秘变幻的彩云收入画面，先知似的飞鸟、神灵似的白羊，

也都因这种场景的调度和重构而形成似真亦幻、似实亦虚的境界。这些作品表达

的寓意，显然都和乡土中的生命意识与人性精神相关，但都只可意会而难以言明。 

当王沂光毕业后来到中国铁建融入“大路美术群体”后，他的这种乡土写实画

风所具有的现代主义象征性，也无疑扩展和深化了他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新写实风

格。中国铁路建设自 20 世纪 90 年代始向着更为偏僻遥远、更为艰险困苦的高原

山区延展，王沂光也像艺术的勘探者来到奇彩云贵、雪域高原、天山南北，领略

了艺术史上很少被描绘的审美荒原。这种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思考开始形成了王沂

光新的风格，这就是铁路建设所携带的人类文明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论银色的

铁轨延伸到哪里，蓝天依然如洗，白云照样闲逸，鲜花更加灿烂，那里悠然的羊

群、壮实的牦牛和往来天地之间的藏族妇女无疑都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某种

象征。在王沂光先生专有授权给上海拿宝的作品《梦回沙湖》、《天门之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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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春归》和《心中的召唤》中，可感受到画家通过这些形象所传递出的结

合新写实和象征主义的人文理想。 

 

三、市场表现 

对王沂东先生和王沂光先生作品的市场表现的考察和分析将有助于对《传

承·沂东沂光》限量 ULR 进行估值判断。 

1、王沂东作品市场表现 

根据雅昌监测中心数据统计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王沂东共有 181 件

油画作品上拍，成交 145 件，总成交额为 665,569,476 元（以下元、万元均指人

民币元、万元），成交率达 80.11%。在此期间，王沂东作品的单季总成交额前三

名分别为 2010 年秋季 10,581 万元，2013 年秋季 6,900 万元，2012 春季 5,085 万

元；另有七季总成交额超过 3,000 万元，分别是 2013 春季 4,514 万元，2011 年

秋季 4,457 万元，2011 年春季 3,449 万元，2008 年春季 3,389 万元，2007 年秋季

3,358 万元，2007 年春季 3,327 万元和 2006 年春季 3,135 万元。 

从送拍量、成交量、拍卖均价和拍卖总价上看，王沂东作品的二级市场活跃

度在 2010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而其作品的成交均价在这 16 年间呈现出稳定的整

体上扬的发展趋势。 

在王沂东的拍卖记录中，有 1 件油画作品成交价格超过 2,000 万元，该作品

是王沂东 2010年所作的《春袭羽萍沟》；另有 16件油画作品单件成交价超过 1,000

万元。王沂东先生专有授权给上海拿宝的作品《闹房》于 2013 年春季的一场拍

卖会中以 1,536.63 万元落槌，位列他作品拍卖成交价的第四高位；另两件沂蒙山

女孩作品——《初雪》和《春暖太行》都属于他的作品中市场流通性非常好的红

色女孩系列，也极具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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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王沂东拍卖市场统计表（2000-2015） 

季度 上拍数量 成交数量 成交额（元） 成交率（％） 均价（元/平方尺） 

2000 春拍 2 2 423,470 100.00 47,157 

2000 秋拍 1 0 0 0.00 0 

2001 秋拍 2 1 308,000 50.00 44,189 

2002 春拍 1 1 176,000 100.00 24,444 

2002 秋拍 2 0 0 0.00 0 

2003 秋拍 2 2 748,000 100.00 59,888 

2004 春拍 2 0 0 0.00 0 

2004 秋拍 2 2 1,265,000 100.00 100,317 

2005 春拍 2 2 1,760,000 100.00 265,060 

2005 秋拍 5 4 8,943,000 80.00 292,255 

2006 春拍 17 15 31,349,000 88.24 336,977 

2006 秋拍 11 8 22,302,350 72.73 313,676 

2007 春拍 11 11 33,274,000 100.00 347,147 

2007 秋拍 12 10 33,581,500 83.33 375,716 

2008 春拍 10 8 33,894,675 80.00 602,144 

2008 秋拍 5 4 19,071,400 80.00 314,865 

2009 春拍 6 5 17,235,200 83.33 231,345 

2009 秋拍 5 5 14,033,600 100.00 370,671 

2010 春拍 9 6 23,749,960 66.67 47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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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秋拍 18 14 105,810,980 77.78 588,689 

2011 春拍 8 6 34,485,360 75.00 601,734 

2011 秋拍 7 6 44,573,400 85.71 678,542 

2012 春拍 10 9 50,845,201 90.00 796,198 

2012 秋拍 5 4 20,617,080 80.00 870,654 

2013 春拍 6 5 45,135,200 83.33 608,455 

2013 秋拍 7 6 69,001,280 85.71 726,712 

2014 春拍 6 5 26,650,820 83.33 658,696 

2014 秋拍 3 2 15,985,000 66.67 721,996 

2015 春拍 3 1 6,325,000 33.33 770,402 

2015 秋拍 1 1 4,025,000 100.00 1,242,284 

（数据来源：雅昌监测中心） 

2、王沂光作品市场表现 

根据雅昌监测中心数据统计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4 年，王沂光共有 4 件油

画作品上拍，成交 3 件，总成交额为 881,545 元，成交率达 75%。三件作品的成

交价分别是 2014 年秋季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拍出的 333,500 元，2012 年春季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出的 310,500 元，台北 2010 年秋季羅芙奥股份有

限公司拍出的的 237,545 元。其中，2012 年春季以 310,500 元成交的作品——《梦

回沙湖》的版权为《传承·沂东沂光》所含十个作品版权中的一个。 

表 2 ：  王沂光拍卖市场统计表（2010-2016） 

季度 上拍数量 成交数量 成交额（元） 成交率（％） 

2010 秋拍 1 1 237,5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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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春拍 1 1 310,500 100 

2010 春拍 1 1 310,500 100 

2016 秋拍 1 0 0 0.00 

（数据来源：雅昌监测中心） 

四、版权许可情况 

在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的现场见证下，上海拿宝与王沂东先生就《闹

房》、《初雪》、《春暖太行》、《烤烟房》和《江南女子肖像》，与王沂光先生就《梦

回沙湖》、《天门之光》、《天那边》、《春归》和《心中的召唤》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分别签署了《著作权许可授权使用合同》。 

根据上海拿宝与王沂东先生、王沂光先生签署的《著作权许可授权使用合同》，

王沂东先生、王沂光先生许可授权上海拿宝行使的授权作品著作权权利包括： 

（一）专有许可使用权。上海拿宝在全球范围内享有专有许可使用作品的复

制权（王沂东先生的复制权限定为除油画布和记事本以外的其他载体，王沂光先

生的复制权限定为除塔罗牌和记事本以外的其他载体）、作品复制件的发行权和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对专有许可使用的著作权权利进行一对多的转许

可，专有许可使用期限至法律规定的作品著作权权利保护期限届满为止。 

（二）非专有许可使用权。上海拿宝在全球范围内非专有许可使用作品复印

件的展览权和作品汇编权，非专有使用许可期限至法律规定的作品著作权权利保

护期限届满为止。 

（三）其他授权权利。上海拿宝在全球范围内制作作品复制件时可以对作品

做不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修改，并可转授权第三方行使作品复制件的修改权，授权

期限至法律规定的作品著作权权利保护期限届满为止。 

（四）转许可或转授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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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8 日，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上海拿宝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取得王沂东、王沂光部分美术作品著作权使用许可授权并发售授权作品

著作权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意见书》表明授权作品著作

权为王沂东、王沂光通过创作方式原始取得；上海拿宝以许可授权方式取得的授

权作品著作权权利清晰明确，无权属瑕疵，其签署及履行《著作权许可授权使用

合同》未存在侵犯其他第三方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或导致法律纠纷的情形；

上海拿宝在《著作权许可授权使用合同》项下的著作权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版权的应用与开发 

本报告将单纯地根据艺术家作品的特点和版权的性质研究分析其衍生产品

的开发可能性，不局限于阿特多多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现有的定制衍生品门类，仅

供投资者、收藏者对于作品版权未来的开发可能性参考。 

艺术衍生品可分为生活消费品、教育类产品、纪念品、家居设计品、时尚设

计品、以及传统的版画、雕塑复制品 7 个行业细分大类，通过研究王沂东先生和

王沂光先生专有授权给上海拿宝的作品特色，将其对应至细分行业的开发可能性

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在王沂东先生与上海拿宝合作的 5 件作品中，有 4 件作品是女子肖像与场景

题材的作品，其余 1 件是以房屋为主的风景画作品。从生活消费品的角度看，可

制成餐具、茶具、手机壳、IPAD 包、伞具等产品；从教育类产品的角度看，可

制成普及山区风俗类知识的科普艺术画册及拼图等产品；从纪念品类产品的角度

看，可制成明信片、收藏钱币等产品；从家居设计品的角落看，可制成抱枕、地

毯等产品；从时尚设计品的角度看，可通过再设计制成丝巾、手提包、钱包等产

品；而传统的版画、从画面中提取元素制作雕塑亦不在话下。 



  上海拿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11 - 

 

王沂光先生与上海拿宝合作的 5件作品都属于具有神秘色彩的新写实主义风

格的创作系列。从生活消费品的角度看，可制成餐具、茶具、手机壳、IPAD 包

等产品；从教育类产品的角度看，可以制成反应高原及中国铁路建设的科普艺术

画册及拼图等产品；从纪念品类产品的角度看，可制作为明信片、收藏钱币等产

品；从家居设计品的角度看，可制成抱枕、地毯、床上用品、餐桌垫等产品；从

时尚设计品的角度看，可制成丝巾、手提包、钱包、服装等产品；在传统的艺术

衍生品中，我们认为王沂光先生作品的 ULR 用于制作版画，或提取画面中飞天

的羊、马、人等形象制作成雕塑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装饰效果，易被大众所广泛

喜爱。 

 

六、ULR 价值分析 

《传承·沂东沂光》中包含十个美术作品版权，以两位艺术家极具代表性的作

品为主。版画《初雪》有亲笔签名版（即特别版）和电子签名版，本报告选取承

载《传承·沂东沂光》ULR 的电子签名版的《初雪》版画为主要研究对象，用市

场比较法对《传承·沂东沂光》进行估值分析（注：估值方法的选用，详见附录

三）。 

在参照体的选择上，本报告尽可能选择有相近或相同属性因子的参照体进行

比较，以尽可能减少误差。本报告选择王沂东的版画《约会春天》和另一位国家

一级美术师、中国写实画派代表画家冷军的版画《肖像之相－小罗》作为参照体。 

承载 ULR 的版画《初雪》与版画《约会春天》、《肖像之相－小罗》的基本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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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情况表 

版画《初雪》 版画《约会春天》 版画《肖像之相－小罗》 

   

发行版数：9999 发行版数：99 发行版数：99 

原作拍卖价：632.5 万 原作拍卖价：907.2 万元 原作拍卖价：3,136 万元 

限量方式为整个版权保护期

内全球限量 

限量方式为每版限量 限量方式不详，推断为每版限

量 

许可授权方式取得版权，拥有

作品专有许可权 

未受让版权，未获作品专有许可

权 

版权情况不详，推断为未受让

版权，未获作品专有许可权 

制作工艺为微喷版画 制作工艺为丝网版画 制作工艺不详，推断为石版画

或胶板画 

60x40cm 94x62cm 122x32cm 

99 件亲笔签名 

9900 件电子签名 

亲笔签名 亲笔签名 

（数据来源：王沂东提供、雅昌艺术网） 

1、参照版画《约会春天》 

版画《约会春天》有六条可查询的二级市场独立成交记录，六次拍卖的成交

均价为 27,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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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春天》原作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07 秋季拍卖会中以 907.2

万元成交。由于《初雪》原作拍卖价为 632.5 万元，原作估值的修正系数

=632.5/907.2=0.7（参见表 3：基本情况表）。 

经与王沂东先生确认，《约会春天》的版权在版画制作前未被进行过出让或

授权。而对于《初雪》，上海拿宝以专有许可授权方式取得了作品的著作权，复

制权限定为除油画布和记事本以外的其他载体上的全球范围内的复制权。本报告

赋予版权的权利属性的修正系数 1.5。 

由于研究对象和参照物均为王沂东先生的作品，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系数

为 1.0。 

本报告并未选取亲笔签名版的《初雪》进行分析是由于亲笔签名版的选用所

得出的 ULR 估值在正常情况下必高于用电子签名版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果，

为秉持谨慎、中立的估值态度，本报告选用电子签名版的《初雪》作为估值的研

究对象，以使得出的估值结果留有上行想象的空间。和有亲笔签名的《约会春天》

相比，本报告赋予修正系数 0.2。在制作工艺上，版画《初雪》采用的是微喷技

术，《约会春天》采用的是丝网技术，本报告赋予该修正系数 0.6。《初雪》电子

签名版限量 9900 件（为该作品版权保护期内的最大发行量），《约会春天》的该

版限量 99 件，本报告赋予 0.7 的修正系数。 

 综上对因子的分析判断，版画《初雪》的估价为：

27950×0.7×1.5×1×0.2×0.6×0.7=2465.19 元。由于《传承·沂东沂光》的限量单位许

可组合中还包含了王沂光的作品，鉴于两人在艺术地位、市场表现等方面的差异，

为秉持谨慎的原则，本报告再赋予一个整体平衡系数 0.7。由此，《传承·沂东沂

光》ULR 市场估价为 2465.19×0.7-593=1132.64 元。593 元为电子签名版《初雪》

数码版画的制作和配送费用。 

2、参照版画《肖像之相－小罗》 

根据雅昌艺术网的公开信息显示，版画《肖像之相－小罗》有四条可查询的

二级市场成交记录，其拍卖的成交均价为 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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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之相－小罗》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5 周年秋季拍卖会中以

3,136 万元成交。由于《初雪》原作拍卖价 632.5 万元，原作估值的修正系数

=632.5/3136=0.2。 

就艺术家的学术地位而言，冷军和王沂东均为中国写实画派代表性人物，且

均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两人分别在当代超写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方向上进

行了探索，都融合中西方油画技艺的精髓，影响了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因此，

在学术上本报告赋予学术地位的修正系数 1.0。 

根据最新的艺术市场榜单，王沂东在 2014/2015 和 2013/2014Artprice 当代艺

术家 TOP500 中国籍艺术家中名列第 23 名和第 10 名，在 2016 年和 2015 年胡润

艺术榜在世艺术家 TOP100 中名列第 81 名和第 33 名；冷军在上述榜单中名列第

47 名、第 50 名和未上榜、第 89 名。本报告赋予该社会影响力修正系数 1.2。 

《肖像之相－小罗》的版权属性不可知，推断并不是全球限量专有许可。本

报告赋予版权属性的修正系数 1.5。 

版画《肖像之相－小罗》有冷军的亲笔签名，本报告的研究对象——《初雪》

是电子签名的，本报告赋予修正系数 0.2。版画《肖像之相－小罗》的制作工艺

不详，本报告推断其采用的是石版画或胶板画技术，而《初雪》采用的是数码微

喷的技术，本报告赋予修正系数 0.6。《初雪》电子签名版限量 9900 件（为该作

品版权保护期内的最大限量），《肖像之相－小罗》的该版限量 99 幅，本报告赋

予 0.7 的修正系数。 

综上所述《初雪》版画估价为：90000×0.2×1.0×1.2×1.5×0.2×0.6×0.7=2721.6

元。由于《传承·沂东沂光》的限量单位许可组合中还包含了王沂光的作品，鉴

于两人在艺术地位、市场表现等方面的差异，为秉持谨慎的原则，本报告赋予一

个 整 体 平 衡 系 数 0.7 。 所 以 《 传 承 ·沂 东 沂 光 》 ULR 市 场 估 价 为

2721.6×0.7-593=1312.12 元。593 元为电子签名版《初雪》数码版画的制作和配

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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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传承·沂东沂光》ULR 市场参考估值在 1132.64—1312.12

元之间。未来艺术家地位的变动、创作风格的演变、市场状况变化等都将或多或

少对 ULR 估值变动产生影响。 

本报告在运用上述两个参照体进行估值时，在重要参数的设定上力求谨慎客

观，所得估值结果仍有上行想象的空间。 

 

八、声明 

本报告仅代表研究员观点。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上海拿

宝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本报告提供的投资建议

不发生变更。本报告不表明上海拿宝对《传承·沂东沂光》ULR 价值以及对投资

者、收藏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传承·沂东沂光》ULR 价格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随之带来的投资和收藏

风险，由投资者和收藏者自行承担。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此声明，请谨慎参考。 

 

 

 

 

 

 

日期：2016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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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王沂东参展情况汇总表 

时间 展览举办情况 

1977 年 作品《沂蒙新春》、《笑看纸老虎》参加全国“纪念建军 50 周年美术作品展”； 

1984 年 “法国第十届世界艺术节”，法国； 

“第六届亚洲美展”，日本；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馆； 

《农家母女》获优秀奖，北京市美术家协会收藏； 

1985 年 “第三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馆； 

《古老的山村》获二等奖，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6 年 “国际艺苑第一届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第七届亚洲美展”，印度新德里； 

作品《妻子的肖像》参加中国美术馆“现代油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7 年 同王怀庆、艾轩及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赴美国纽约参加“中国当代油画大展”开幕

式，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 

“王沂东油画展”，美国纽约哈夫纳画廊； 

“国际艺术博览会”，美国纽约卡卫斯中心； 

“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家作品展”，美国加里弗尼亚Santa Ana市现代艺术博物馆； 

1988 年 《二妞的早晨》参加英国苏富比拍卖行援助长城—威尼斯北京拍卖会，北京劳动人

民文化宫；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 

1990 年 作品在美国达拉斯城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展出； 

美国芝加哥“世界画廊邀请展”； 

“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油画雕塑展览”，新加坡； 

1992 年 中央美术学院“二十世纪中国”回顾展，作品《蒙山雨》获新作优秀奖；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作品展”，香港； 

1993 年 “少励画廊创业展”，香港； 

“具象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王沂东油画作品展”，香港少励画廊； 

“新加坡亚洲艺术节”，新加坡国际贸易中心； 

“香港国际艺术博览会”，香港会展中心； 

1994 年 香港少励画廊举办“第一届女性形象展”，香港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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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中国视点—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展”太平洋城市俱乐部，泰国曼谷； 

“香港国际艺术博览会”，香港会展中心；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台北国际贸易中心； 

“第二届女性形象展”，香港少励画廊； 

1996 年 “第三届女性形象展”，香港少励画廊； 

“中国当代油画大展—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洲共同体和少励画廊共同举办，

比利时布鲁塞尔； 

“中国油画学会油画大展”，中国美术馆； 

1997 年 “少励画廊五周年纪念展”，香港少励画廊； 

“第四届女性形象展”，香港少励画廊； 

哈夫纳收藏中国油画十周年“开放的中国”油画回顾展，美国； 

“乡土情怀—王沂东、艾轩油画展”，澳门； 

1998 年 “夏季画展”，香港少励画廊； 

“东西方写实派”油画汇展，柏林，德国； 

1999 年 “王沂东油画作品展”，香港少励画廊； 

“第五届女性形象展”，香港少励画廊； 

2000 年 “第六届女性形象展”，香港少励画廊； 

2001 年 “新加坡艺术博览会”，新加坡； 

“纸上绘画展”，上海艺博画廊； 

“中国新写实主义油画名家邀请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2002 年 “三十三位艺术家联展”—庆祝北京少励画廊开幕； 

“第七届女性形象展”，北京； 

“中国首届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中国第三届油画大展”,获优秀奖，中国美术馆； 

2003 年 “王沂东素描及小油画展”，香港少励画廊。 

2004 年 “中国油画家王沂东、蔡国强、张林海作品联展”，德国杜逸斯堡美术馆； 

作品《三月雪》参加“北京中国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写实画派第一届油画年展”，中国美术馆； 

2005 年 “中国写实画派第二届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2006 年 “中国写实画派第三届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2007 年 “中国写实画派邀请展”，印尼Akili美术馆； 

“中国写实画派第四届油画展”，北京保利美术馆； 

2008 年 “中国画院50年美术大展”，中国美术馆； 

中国写实画派26位画家联合创作赈灾作品，拍卖所得3350万元捐赠四川灾区； 

“韩国南画院作品联展”，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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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灿烂中国—中国油画名家与收藏家对话学术作品展”，北京时代美术馆； 

“新中国美术60年大展”，中国美术馆； 

“向祖国汇报—中国文联成立60年纪念画展”，北京民族文化宫； 

“中国写实画派五周年特展”，中国美术馆； 

2010 年 “2010 中国写实画派小幅绘画作品展”； 

2011 年 “写实画派7周年展”； 

“2011中国写实画派小幅绘画艺术作品展”，西安美术馆； 

作品《静静的河谷》参加“那景·那影”凯旋人物系列收藏展，艺·凯旋艺术空间； 

作品《春芽》参加群像展览，东站画廊； 

“风范”经典中国油画作品展，全国农业展览馆； 

2012 年 “似曾相识:王沂东个人作品展”，红星画廊； 

“传神写照”凯旋人物系列收藏展，艺·凯旋艺术空间； 

“新坐标”当代名家作品展，凯旋北京马会空间； 

“中国写实画派2012年展”，中国油画院美术馆； 

2013 年 “味象”龙美术馆写实油画藏品展，龙美术馆； 

“威廉艺术沙龙”11周年沙龙展，台北； 

“中国当代艺术著名版画展”，新加坡； 

“中国写实画派九周年年展”，中国美术馆； 

“精神之光”当代经典名家作品展，现实空间； 

“一九七八”中央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油画班同学毕业三十年群展，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 

2014 年 “具象研究经典写实”油画作品邀请展，凤凰艺都美术馆； 

“思想解放与艺术开拓”群展，大都美术馆，； 

作品《沂河水》参加“中华意蕴”中国当代油画巡展暨中国油画百年回望——山东站，

山东美术馆； 

“经典与风范”第二届当代值得关注的艺术家邀请展，国家大剧院； 

作品《扫盲之二》参加“沃土中原”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山东美术馆； 

作品《冬天里的阳光》参加2014油画季，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 

作品《春袭羽萍沟》参加“东方彩墨”山东籍书画名家作品学术邀请展——济南站，

济南市美术馆； 

作品《盛装的维吾尔族姑娘》参加“意蕴·经典”中国写实画家八人展暨青州庆美术馆

开馆展，青州庆·美术馆； 

“中国写实画派十年展”，中国美术馆； 

2015 年 作品《吉祥烟》参加中国梦书画臻品暨《艺术天成》创刊五周年精品系列展，北京

大学图书馆； 

“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展——南京站，金陵美术馆； 

“2015中国写实画派十一年展”，北京1+1艺术中心； 

2016 年 “三界五行”2016国际版画展，成都文轩美术馆。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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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王沂光参展情况汇总表 

时间 展览举办情况 

1990 年 毕业创作《海边流星》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 

1991 年 《三月娇阳》获第八届“大路画展”金奖，同年获“中国铁路美术作品展”一等奖，中

国美术馆； 

1992 年 《春过塞外》入选“92’中国油画艺术展”，故宫； 

1993 年 《惊春》入选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多件作品参加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广州； 

《听春》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中国美术馆； 

1994 年 《红蜻蜓》获首届“新铸杯”、“中国油画精品展”优秀作品奖； 

《新雪》、《听春》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5 年 《惊春》入选赴日展出的“现代中国油画展”，日中友好会馆，东京； 

1996 年 《出苗岭》获“全国职工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中国美术馆； 

1997 年 《惊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中国美术馆； 

2001 年 《翔春》入选“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2003 年 《火车来了》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天边春雷》参加“第八届女性形象展”，少励画廊，香港； 

2004 年 《雨后》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中华世纪坛，北京； 

“王沂光油画作品展”，少励画廊，香港； 

2005 年 《向拉萨》参加第十三届“大路画展”，获特别奖，北京； 

《火车来了》参加“国际画廊博览会”，迈阿密，美国； 

2006 年 
《半个月亮》、《日照雪原》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米兰，意大利； 

《雪顿节的歌声》参加“百名中国青年艺术家系列作品邀请展”，中华世纪坛，北京； 

2007 年 
《云河》参加“迎奥运系列邀请展”，首都博物馆； 

《遥远的星》《云河》参加“艺术北京2007”农展馆，北京； 

《心中的召唤》、《红玛尼》参加“艺术伦敦2007-国际艺术博览会”伦敦，英国； 

《云河》参加“融合与创造-2007中国油画名家学术邀请展”，首都博物馆； 

2008 年 《三峡飞歌》参加“奥运系列邀请展”，爱·仁美术馆，北京； 

《与长江同行》参加“第十四届“大路画展”，获特别奖，中国美术馆； 



  上海拿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20 - 

 

2009 年 “高原之歌——王沂光油画展”，少励画廊，香港； 

《向拉萨》、《心中的召唤》参加“雪域高原”画展，米兰，意大利； 

《日月辉映唐古拉》参加“灵感高原——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2010 年 《飞天》参加“第十五届大路画展”，获特别奖，中国美术馆，北京； 

《日月辉映唐古拉》、《春归》参加“第二届中国文物艺术品国际博览会”，国际会

展中心，北京； 

2011 年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参加“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军事博物

馆，北京； 

2012 年 
《梦回沙湖》参加“新疆油画全里行—情系神州”全国巡展； 

《天门之光》参加“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军事博物馆，北

京； 

《日月辉映唐古拉》、《只为守侯你的到来》参加“中华艺术宫开馆大展——行进

中的新世纪中国美术”，中华艺术宫，上海； 

《天门之光》《只为守侯你的到来》参加“中国写实油画精品展”，农展馆，北京； 

2013 年 《星月暮光》、《只为守候你的到来》、《天门之光》、参加第五届亚洲艺术博览

会。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北京； 

《星月暮光》参加第十六大路画展获特别奖。中国美术馆，北京； 

《余晖下的仁青》、《法国塔拉斯孔教堂的落日》参加“在时代的现场——全国写

生美术作品展”，军事博物馆，北京； 

2014 年 
《梦园》、《秋燕》、《南盘江诗韵》、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七彩云南-多

彩贵州中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念青唐古拉的暖云》《流彩高原》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 2014 加拿大•中国

西藏文化周“灵感高原-绘画唐卡展”，温哥华、渥太华和多伦多，加拿大； 

《星月暮光》参加山东美术馆举办的“意蕴·经典—中国写实画家八人展”，山东； 

《日月辉映唐古拉》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奖

提名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2015 年 《星月暮光》参加“东方彩墨·山东籍书画名家作品学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 

《情满阿非利亚》获得“第十七届大路画展”特别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高源流彩》，《唐古拉山的暖云》参加“感知中国·中国西部文化澳新行”绘画唐卡

展，悉尼，澳大利亚； 

《风的诉说》，《星月暮光》参加“大美西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全国美

术作品展，炎黄艺术馆，北京； 

2016 年 《流彩高原》参加“中外艺术名家作品展”，奥林匹克新奥玲珑艺术中心美术馆； 

《情满阿非利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馆； 

     （数据来源：王沂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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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资产评估三种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比较法。 

成本法是以被评估资产的耗费来确定其价值；收益法是以被评估资产所产生

的未来收益来确定其价值；市场比较法是以参照物经调整后的价格来确定其价值。 

 

运用市场比较法进行 ULR 估值用到的两个核心公式： 

公式一：待估标的价格=比较案例价格×若干修正系数 

公式二：ULR 价格=待估标的价格×多样性选择修正系数-定制交收价格 

 

市场比较法中为得出修正系数而考量的因子主要可以分为： 

1、原作本身相关的因子；2、版权相关的因子；3、衍生品相关的因子。 

原作相关的因子分为：1.1 艺术家的学术地位或者说艺术价值；1.2 原作的市

场表现；1.3 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等。 

版权相关的因子分为：2.1 版权是一般许可还是专有许可；2.2 版权有地域限

制还是全球范围内可用；2.3 版权使用期限，是限定时间还是在版权有效期限内

等。 

衍生品相关的因子分为：3.1 衍生品是否有多样化选择；3.2 衍生品上有否艺

术家的亲笔签名；3.3 衍生品的制作数量；3.4 衍生品的制作工艺品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