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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为数字藏品埋单吗？▶▶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2-2023年中
国数字藏品运行状况及投资消费行为监
测报告》、亿欧智库《2022中国数字藏品
行业研究报告——NFT本土化尝试》、观
火文化数字化产业智库《2022全球NFT
数字藏品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上半年)》

消费：始于好奇心，终于投资回报

艾媒咨询于今年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87.4%的网民了解

过数字藏品，还有11.4%的网民表示还未了解但有兴趣。在消

费群体中，53.3%为青年；消费者愿意购买数字藏品主要为新颖

好奇(57.7%)、看重未来升值(57.6%)、具有收藏价值(52.9%)等因

素。而消费者对待数字藏品更多的态度是基于艺术性和投资

性。其中，78.5%的消费者喜欢数字藏品是因为追求特定 IP；

48.2%认为数字藏品是一种投资。

从消费审美来看，超八成消费者愿意因外观因素选择购买

数字藏品。青年消费者及潜在消费者对数字藏品的展现方式

更偏向于：3D模型（52.5%）、头像/图片（49.5%）和AR/VR实景

（46.3%）。艾媒咨询指出，相比其他消费者，青年消费者更喜欢

以头像/图片展现形式的数字藏品，并且比较注重数字藏品的

外观。这可能是因为现阶段青年群体属于典型的悦己型消费

者，追求最大化自我愉悦、自我享乐和自我满足，既要“好看的

皮囊，又要有趣的灵魂”。

在销售数量方面，2021 年我国共计发售数字藏品数量约

456万份，总发行价值约为1.5亿。另据《2022全球NFT数字藏

品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上半年)》数据，截至今年5月第二周工作

日，平均藏品发行量超过10万件；5月18日，仅鲸探、乾坤数藏、

小度、千寻数藏等8家大平台的藏品发行量，就达到72362件。

与上述可观的数字藏品发行量相比，国内的用户数量较为

单薄。有证券分析指出，国内现有数字藏品交易用户总量约为

300万人。由于新用户增长速度滞后于行业规模快速发展，导

致整体市场情绪出现明显疲软。目前，iBox、唯一、幻核等一批

头部平台的藏品“行情”开始持续阴跌，甚至出现滞销情况。中

腰部平台则被加速淘汰出局，再加上新用户增量速度缓慢，“假

性存量竞争”怪圈由此形成。

规范：全凭自律，行业亟待合规发展

当下，国内的数字藏品尚未建立健全的交易监管体系，合

规交易仍靠行业及企业自律。有媒体报道称，从事数字藏品平

台运营的门槛极低，3万元便可搭建一个H5数字藏品平台，花

费15万元可制作一个数字藏品发行App。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大多数字藏品只限于自我欣赏或

转赠，无法直接在平台上实现交易增值。一旦平台出现关闭

时，用户可能面临着无法观赏、查询、转让数字藏品等问题。这

意味着，消费者前期花大笔价钱购买的藏品将只剩下一串数字

符号，沦为一堆“无用的图片”。与此同时，数字藏品自诞生之

初，还一直伴随着知识产权争议。如“幻核”发布的徐悲鸿数字

墨马藏品曾引发版权争议以及被认为“数字藏品侵权第一案”

的《胖虎打疫苗》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等。而在部分平台版权意

识单薄及交易规则模糊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往往得不到保

障，也进一步制约市场健康发展。

然而，在政府相关部门及第三方机构的推动下，市场规范

化已经成为行业发展大趋势。今年4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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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确保NFT产品的价值有充分

支撑，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防止价格虚高背离基本的价值规

律。坚决遏制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从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风险。7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区

块链版权应用中心主编，中国数字文化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

《数字藏品应用参考》。该文件为首个针对数字藏品领域的应

用参考书，旨在为数字藏品行业相关区块链平台、发行平台及

用户的应用和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提供理论参考。落脚到地

方，上海于 7 月 13 日印发《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

划》，明确表示，支持龙头企业探索NFT交易平台建设，研究推

动NFT等资产数字化、数字IP全球化流通、数字确权保护等相

关业态在当地先行先试。

在业内人士看来，数字藏品的出现，为品牌营销与实体产

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除了文创领域、数字保险、数字教育、数

字科研、数字社交、元宇宙等也成为其衍生的应用场景。目前，

数字藏品市场亟待从国家层面加强监管，完善立法。同时，用

户自身也要警惕数字藏品价格背离价值的投机炒作，规避成为

“韭菜”被人收割。

广东数字藏品企业数量领跑全国

数字藏品让年轻人直呼“上头”： 始于好奇心，终于投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