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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山东省拍卖行业协会志》根据拍卖行业协会的特点，坚

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性原则、整

体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地记述山东省拍卖

行业协会及拍卖业的发展历史。

二、本志系首志，上限为公元前1894年拍卖行为的出现，下

限为公元2005年底。

三、本志按照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鲁史志编发【2006】3

号文件和《对关于报送审批<山东省拍卖行业协会志篇目设置方案>

的请示的批复》(鲁史志编字[2004】5号)文件的编纂要求，进

行编写和出版。

四、本志重点记述山东省拍卖行业协会的建立与发展及会员

单位概况。对于山东省拍卖业的起源与发展，下步将编入《山东

省志·国内贸易志》，作为其中的一篇。

五、本志按照编纂方案，采用志、述、图、表、录诸体，以

志体为主。志文按篇、章、节、目分层次记述。

六、本志资料以历史档案、文献、志书、考察资料为依据，

个别地方采用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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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什么叫拍卖?东西方国家在具体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要义是一致的。《美

国百科全书》释义为：“拍卖是将财产交给出价最高者的公卖方式。”《英国牛津

法律大辞典》的诠释是：“拍卖是一种出售或出租的方式，买主不断地出高价竞

相购买或租取。拍卖通常是在做过广告之后，由一位特许的拍卖者公开进行。”

我国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对拍卖下的定义是：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

卖方式。”上面的表述均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拍卖是一种买卖方式；价格形成

是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标的物是特定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买受人是最高应

价者。

拍卖既然是一种买卖方式，自然应在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之后

而产生，见诸于最早文字记载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

对古巴比伦(公元前1894年～前709年)拍卖新娘的描述：将适婚女子按美丽、

健康程度顺序先后拍卖，让出高价的男子成为新郎。这反映了奴隶社会买卖婚

姻已引入竞价因素，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欺压可见一斑。以后，古希腊、古埃

及除拍卖奴隶外，还拍卖采矿场、王仓磨粉设备、国有打谷工具、王室土地、

公共工程和诉讼罚没财产等。由于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的拍卖活动历史

悠久、时间延续千余年，而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之后，到古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510年～前27年)，除保留拍卖奴隶外，

还有罗马士兵在战场上向随军商人拍卖军服、武器、生活用品等，出现了战利

品和商品拍卖；罗马执政官用拍卖方式处理敌产，罗马皇帝连宫中物品也加以

拍卖，扩充财源。可见，这个时期的拍卖活动，内容非常丰富，范围颇为广泛，

有动产和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小到衣布酒茶，大到土地房屋；上至

皇位国家，下至奴隶官爵、文物艺术品等，无一限制。特别是原本分散兼营拍

卖的拍卖人，逐渐被专业的拍卖商所取代。后来一些拍卖商又单独或合伙组建

机构，开设拍卖门店，成立拍卖行等。由于罗马时期的拍卖业兴盛近千年，理

所当然地成了世界拍卖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到了公元17、18世纪的欧美，拍卖业更加红火，拍卖机构大量涌现。苏富

比和佳士得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大拍卖行分别于1744和1766年在伦敦成立，并

开始从事跨国经营。后来，从英国伦敦到德国汉堡，从奥地利维也纳到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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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齐全的新型拍卖行大量露面，并逐渐形成以专营某些拍卖标的为特色的拍

卖中心。荷兰以拍卖花卉、农副产品见长，英国以拍卖艺术品、船舶、马匹、羊毛、

茶叶等独占鳌头，美国则主要拍卖欧洲的生产资料等。无规矩不成方圆。随着

近现代拍卖业的空前繁荣，关于拍卖的立法也相应逐渐完善，对拍卖业的发展

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677年，英国《禁止欺诈法》中已含有拍卖条款；1845

年，英国出台了单行法((拍卖商法》；继之1867年又出台了《土地拍卖法》，

在1893年的《货物拍卖法》中再次完善了拍卖条款。到了1901年，美国在《统

一商法》中也明确设立了拍卖条款。总之，在近代的欧美，世界拍卖业又一高

峰耸立，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我国的拍卖活动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便已出现。

但由于后来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拍卖业发展极

为缓慢。到公元3世纪的魏晋时代，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佛教处理亡僧衣物的

方式叫“唱卖”，7世纪在我国佛教寺庙中已颇流行。《十育律》中说：“从今日

听众僧中卖衣，未三唱，应益价。”意为：凡叫价未满三次时，竞买人即可继续

加价而不受限制，直至被“三唱”卖出为止。另据《能典·食觅·田制》记载，

唐玄宗开元25年(公元737年)诏令：“诸以财物典质者，⋯⋯经三周年不赎，

即行拍卖。”这是我国较早使用“拍卖”一词的例证。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撞开了满清腐朽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列强

们将剩余物资大量倾销我国。在倾销中，他们没有忘记拍卖这种方式。1874年，

英国最大的一家拍卖行在上海开设了鲁意斯摩拍卖公司，随后，英国的瑞和洋

行、罗森泰洋行，法国的三法洋行，日本的新泰洋行，丹麦的宝和洋行等纷纷

开展拍卖业务。之后，旧上海一些以地痞、流氓为靠山的小商人，见拍卖行所

需资本轻微且容易经营，也开设了几家拍卖行。但在如林洋行的挤压下未成大

气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大批敌伪资产进行拍卖处理，以图

充裕国库。但由于官员腐败行为严重，在拍卖期间以贬价、贬质、贬量以及串

通得标等舞弊方法，对拍品变相窃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汉口海关曾经手拍卖

13批资产，共得款33亿元，其中价格最高的只及市场批发价的60％，而最低的

只及20％。利用拍卖中饱私囊，成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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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苏鸿生自杀，“榔头大王”杨琪被判刑。1953年，行业整顿经营作风之后又

有若干拍卖行停业。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深入，1958年

后，根植于旧中国的拍卖行在大陆被强制取缔。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86年11月，中断了30年

的拍卖业重新在中国大陆恢复，第一家拍卖行在广州成立。紧接着，拍卖行便

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由大城市向中等城市不断辐射延伸，呈现方兴未艾

之势。经国务院批转的《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明确提出：“在若干中

心城市试办拍卖市场，开展各类公物的拍卖业务。”1989年9月16日，上海物

资拍卖行受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委托，公开拍卖了上海首家破产企业——上

海新光五金厂。与此同时，国内部分技术水平低、规模小、效益差，适合于分

散经营的国有小型企业也纷纷向社会公开拍卖，加上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房

屋拍卖等，国内拍卖业出现了好势头。

1992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发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号召，给拍卖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其中指出：“逐步

建立和完善公物处理的公开拍卖制度”；“有计划地建立拍卖行⋯⋯充分发挥公

开拍卖制度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作用。”据此，全国大多数省市便着手筹建拍卖

行或发展已有的拍卖行，从而使各类拍卖机构驶入“快车道”。

在邓小平同志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12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强风劲吹之下，

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我国拍卖业由1994年的200余家，年成交额10亿元，

仅经过10年的时间，到2004年底，已发展到近4000家，当年拍卖成交额高达

2000余亿元，在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成为一支充满

朝气的生力军。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逐步深入及拍卖业的发展，为行业协会的

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企业和政府对行业协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

了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于1995年6月21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在北

京成立，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拍卖协会。10年来中拍协

及地方协会，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了自律建设，中拍协理顺了与地方协

会的关系，发挥了拍卖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了全国拍卖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山东省的拍卖业同全国一样，也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史载，春秋战国时

期，齐都临淄商业已相当繁荣；春秋时的大谋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便

急流勇退埋名来古定陶经商，并成为一代巨贾。由此，当时鲁国商贸的繁荣可

见一斑。山东省拍卖活动的起源，根据《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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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考证，最早拍卖活动，出现在佛教寺院中。泰安自唐朝以来，寺庙经

一直繁荣昌盛。民间很早以前就有“唱衣”的传说，“唱衣”即类似于拍卖，

是维持寺庙经济，处置贡品筹措善款的重要融资手段。根据泰安佛教文化和

教经济的发达状况来看，山东的拍卖活动最早起源于唐朝初期，甚至可以追

到汉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德、日、英、美等列强涌入山东腹地，通过开

洋行、工厂及金融、运输等机构，大肆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在外国资本的

击下，青岛、烟台、威海、济南等商港和中心城市，逐渐出现了依附于洋人

经销商和代理商。威海地区在1736年(清乾隆元年)便有典肆(即典当业)

百余家。1875年至1908年，威海当铺多为商号兼营。英国强租威海卫后期，

1934年，威海有专业当铺6家，当时规定，死当物必须拍卖，因此出现了“叫

”，即当地拍卖的雏型。

青岛自1892年开始建市，随着德、日等列强资本主义剩余物资的大量涌

，到20世纪20年代，青岛第一家由私人投资的祥生拍卖行成立；到20世纪

四十年代，拍卖业在青岛进一步发展。1949年5月21日一23日，国民党青

市政府在行将灭亡之际，委托祥生、正德、振亚三家拍卖行大肆拍卖库存物资，

出台了《门市拍卖管理办法》。

史载，烟台于1916年设立了第一家拍卖行——复春盛拍卖行。到20世纪

年代，该市已有17家拍卖行。创业资本少则100余元(银元)，多则20000

元(银元)；1945年，由广成兴拍卖行的老板戴峨亭发起成立了烟台拍卖业同

公会，举荐会长、副会长、助理等，并制定了公会章程，以期进行自我约束，

我管理，使拍卖业在本地进入有序发展时期。

据《日照县志》记载，1919年，黄县人张永祚将其当铺以两万吊铜板拍卖

日照富商丁纽秋，改号“日本公司”，于1921年扩为钱庄，经营典当、存钱

兑等。

1937年后，日军铁蹄践踏山东，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使我民族工商

惨遭摧残，民不聊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6月13日，国民党政府

政院山东省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对敌伪“久汇公司”等处所存物资进行了

卖；1948年3月20日，对伪汉奸王绍武等房产进行了拍卖。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1月15日，为处理山东济南仓库物资，回笼货币，

立了中央财政部物资管理处青岛信托商行济南拍卖组。后来，对财政、司法、

关、工商等部门处理接受罚没物资及公产，均进行了拍卖。

同全国一样，1958年后，拍卖业在我省销声匿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1992年5月8日青岛拍卖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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