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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奔跑速度加快的年代，“宇宙”要虚拟化，藏品也要数字化。

元宇宙的热潮依旧。如今，数字藏品在国内已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消费端火
热，企业端同样表现积极。头部互联网公司、艺术文化机构，就连一大批银行也都
纷纷发行数字藏品。一时间，看似前沿新潮的数字藏品似乎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但火热背后，是真的市场需求，还是别作他用？

提及数字藏品，就绕不开其原始形态——NFT（Non 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
代币）。自诞生以来，有关NFT的争议如同其市场价格般起伏不定。今年5月以来
，受虚拟货币价格跳水影响，全球NFT市场出现大震荡。炒作、欺诈、泡沫等字眼
也再度围绕着NFT动辄数十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价格展开。

在国内，去金融化成为监管NFT的大方向。二级市场的狂热后，NFT在国内化身数
字藏品，大行文化IP路线。虽然数字藏品的二级交易服务在国内不被允许，但在一
些平台，数字藏品仍在流转之中实现身价倍增。看似与NFT区隔开的数字藏品能否
真的摆脱金融属性？

新增数字藏品交易条款 微信封一批数藏公众号

日前，微信公众平台新增了数字藏品交易行为相关条款，明确提出从事虚拟货币或
数字藏品类业务为违规经营行为，提供数字藏品二级交易服务将被封号。例如提供
交易入口、指引、发行渠道引导等。一批数字藏品公众号因此被封禁。

                                    1 / 5



智行理财网
电子藏品算虚拟货币吗

二手交易平台咸鱼上的数字藏品转售贴。图片来源：平台截图

数字藏品的金融风险是否真的难以解决？日前，欧科云链（HK01499，股价0.177
港元，市值9.51亿港元）联合新浪财经举办了一场关于数字藏品的线上论坛。中国
NFT数字藏品侵权第一案律师张延来认为，当前的数字藏品行业的确存在金融风险
，很多产品本身没有太大价值，但发行方通过大量超发及主动下场引导公众炒作、
投资，从而谋取利益。

“但从今年4月的三协会倡议来看，NFT的价值是被肯定的，重点在于NFT的价格有
没有支撑。像无聊猿，一个头像卖几百万，但如果它的价格背后有支撑，不是泡沫
，那就算它很贵，也不能说它有金融属性，因为本质上就属于一种价值资产。”张
延来说。

张延来提及的三协会倡议是指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
业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该倡议表示要坚决遏制
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不为NFT交易提供集中交易（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
名交易、做市商等）、持续挂牌交易、标准化合约交易等服务，变相违规设立交易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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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藏中国CEO王鹏飞表示，当前自带二级交易功能的数字藏品平台可能不少于50家
，而这些平台实际上完全缺乏监管。“炒作的东西可以随时上架，甚至有没上区块
链，还能修改的NFT。这个时候用户可能连自己买的是什么都不清楚，那投资就很
容易归零。”

以数字藏品电商平台iBox为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浏览其官方APP发现，其购
买界面有“首发”和“寄售”之分。从实际操作来看，持有者可将手中藏品进行标
价进行寄售，与二级交易并无差别。

以一款限量发行1000份，名为“粉墨登场”的数字藏品为例，从6月22日首次寄售
至6月26日，其价格从最初的199元涨至13488元，涨幅高达6678%。且5天内经手
三人。而据Nonfungible发布的《NFT
2021年度报告》，在国外NFT收藏品社群中，藏品的平均持有时长为40.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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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x上部分首发数字藏品。图片来源：iBox平台截图

据算力智库，2021年国内各发售平台累计发售456万份数字藏品，总发行价值约为
1.5亿元。欧科云链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蒋照生称，国内数字藏品平台的日成交额在今
年1月达百万元水平，但到4月该数字就突破1000万元，较年初增长了10倍有余。
同时，数字藏品交易平台的数量也已超过300家，并仍以每天十余家的速度不断增
加。而据算力智库，2021年的平台数量仅有38家。

亿欧智库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数字藏品销售额将有望超过150亿元。

蒋照生认为，年轻受众群对NFT的关注热度蔓延至数藏市场是导致行业升温的原因
之一。此外，当前数藏市场中优质IP稀缺，供需关系的失衡也会进一步提升市场热
度。“相比NFT动辄几万元的参与门槛，现在很多数字藏品都十几块，参与门槛低
了很多。”

王鹏飞坦言，数藏中国在今年1月上线时，市场竞争还很小，也没有很繁杂。但现
在市场进入到一种纷乱的状态。“我觉得下半年甚至会更混乱，但明年市场可能就
要逐步迎来监管了。但当前的状态也未必不好，每一个入局者都可能刺激新用户入
场，其实也是在教育用户。”

南京大学公关顾问陈闽之是较早开始购买数字藏品的一批玩家。他表示：“现在买
NFT的人不多，尤其是艺术品级别的，大多是新贵才去买，传统玩家更愿意买一个
实物艺术品。等什么时候这些oldmoney（传统玩家）开始买NFT，那才是一个全
新的世界。”

王鹏飞认为，按照目前新平台增长的速度，行业很快会迎来“千藏大战”，就像曾
经的团购平台大战。行业会经历一次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可能有100家。

单靠发行文化IP藏品非长久之计

从微信对公众号平台的管理到相关部门的倡议，可以看出像国外NFT行业那般依靠
二级市场交易刺激行业壮大，不太可能成为国内数字藏品模仿的道路。

而如果失去市场流转的自由，要想维持数字藏品的魅力，单靠发行文化IP藏品可能
也并不是长久之计。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节期间至少
有24家博物馆发行了文创数字藏品。而在5月的“国际博物馆日”，单广东的多家
博物馆就陆续在不同平台上线21款数字藏品，合计发行量超6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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