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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经济盛行宠物经济盛行，，如何让行业规范化发展如何让行业规范化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宠物经济热度不减，“毛
孩子”相关商品和服务愈加多
样化。

4月18日，艾瑞咨询发布
的《2023年中国宠物内容价值
研究白皮书》显示，国内宠物消
费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22年
市场规模约为3117亿元。据
艾瑞核算，随着宠物家庭渗透
率和行业成熟度持续提升，宠
物消费市场未来依然会保持增
长态势，预计2023年市场规模
约为 3924 亿元，2019 年—
2023年复合增长率可达33%。

蓬勃发展的宠物行业，不
断催生宠物保险、宠物殡葬、
宠物旅拍等新业态。但市场
火爆的背后也滋生出各种乱
象，如何让宠物经济健康、可
持续地发展？成为业内亟待解
决的问题。

消费升级和消费个性化
推动宠物经济发展

《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2022年中国宠物消费报
告》显示，2022年，全国城镇宠
物（犬猫）主人数超过了7043
万人。去重后，铲屎官们的人
数为 6729 万人。同时，2022
年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达 1.16
亿只。另有公开数据显示，国
内宠物主越来越年轻化，“95
后”宠物主已占主导地位，占
比36.8%。

“养宠物最初的目的就是
为了陪伴、驱逐孤独。”北京白
领小毛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宠物是单身青年的最佳伴
侣。因此，几年前她花费1000
元买了一只虎斑猫当做自己
的爱宠。

山西太原姑娘刘敏从小就
喜欢小动物，但迫于家长禁养
的压力，直到工作后独居才有
了养宠物的机会。权衡再三，

她挑了一只柯基来陪伴自己。
刘敏说，养柯基是因为觉得它
长相憨厚、可爱，每天都有“毛
孩子”等她下班回家的感觉很
棒，她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
觉，同时还能弥补自己幼年的
遗憾，一举多得。

Co—Found 智库秘书长
张新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消费升级和个
性化消费时代背景下，人们对
宠物的认识、喜爱态度和生活
方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养宠物来缓解压力。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消
费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宠物的
消费需求在不断升级，人们愿
意为宠物购买更好的食品、器
械、医疗保健等产品和服务，从
而推动了我国宠物经济的快速
发展。”

此外，渤海证券在研报中
指出，我国宠物行业发展具备
良好的经济基础。宠物犬猫总
数超过1亿只，且处于壮年期，
支撑千亿元行业体量；在国内
出生率未现明显拐点前，超2
亿单身群体和已婚未育家庭养
宠潜力将被进一步挖掘；老龄
化趋势确立，宠物能给老年人
带来陪伴，缓解生活孤独且有
益身心健康。

市场广阔催生新行业、新服务

近年来，宠物行业市场规
模迅速扩张，再加上养宠人群
的扩大和科学养宠理念的提
升，如今养宠越来越精细化，同
时也随之细分出许多新赛道。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
存宠物相关企业超247万家，
近三年，宠物相关企业新注册
量增势明显。其中，2020年新
增宠物相关企业32.77万家，同
比增长 58.86%；2021 年新增
79.95 万家，同比增长 144%；
2022年新增97.36万家，同比
增长21.78%。

记者发现，相比过去传统
的宠物医疗、宠物用品等围绕
宠物“衣食住行”的宠物消
费，宠物保险、宠物殡葬
等消费模式不断兴起，
衍生出一系列“拟人
化”服务。

小毛告诉记者，
只要不挑剔品牌，购买
平价的猫砂和猫粮所
需的费用并不高，但前
提是猫不能生病，否则医
疗费十分昂贵。去年，小毛
养的虎斑猫不幸患上了猫瘟，
在宠物医院住院一周，治疗费
和护理费共计花费了7000多
元。因此，小毛考虑在价格合
理的情况下，给小猫上一份医
疗保险。

记者梳理了目前各家保险
公司推出的产品，其中众安保
险和大地保险推出的产品类
型、价格均较为相似，均推出了

“宠物医疗险”“宠物综合保障
险”。以宠物医疗险为例，保费
方面分为基础版、升级版和尊
享版三个等级，保障范围皆是
除先天性、遗传病等除外的全
病种保障，报销比例都是定点
医院70%，非定点医院40%。
其中最贵的尊享版保费是
64.08 元/月，年费合计 777.6
元，报销额度是3万元/年，单
次事故最高赔付2500元。比
起宠物医疗险，宠物综合保障
险保障更为全面，包括医疗报
销额、宠物第三者责任保额、单
次理赔最高4000元和宠物死
亡赔偿等4项专属服务，保费
也相对价格更高。

除宠物保险外，悄然兴起
的还有宠物殡葬业。据悉，市
面上的宠物殡葬“一条龙”服务
包括上门接收、宠物遗体消毒
和清洁、告别仪式、宠物遗体火
化、安葬，收费则按宠物的体重
计算，价格在600元—1500元
不等。除了火化服务，不少宠
物殡葬店还提供个性化项目，

比如将宠物的骨灰安葬到盆栽
里做成生命树，收费约200元，
宠物爪印盒收费150元，若将
宠物的骨灰进行树葬，则按“一
树一宠”收费，约800元，告别
仪式还可以请现场乐队演奏，
收费1200元等。

此外，目前越来越多的服
务行业开始注重增加宠物的包
容度或宠物服务体验。记者此
前在位于京郊的瓦厂酒店看
到，其店内张贴着“宠物友好型
酒店”的字样，不少消费者携宠
而去；北京知名摄影工作室北
遇也推出了可以携带宠物一起
拍照的服务。

行业监管仍存“真空”地带
让管理办法真正落地成为关键

宠物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
也滋生出不少行业乱象。黑猫
投诉平台上，宠物在宠物医院
内无法得到准确及时的救治，
宠物医院收费标准不透明成
为消费投诉的主要问题……
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报端，因
此，如何让宠物经济健康、可
持续地发展成为业内亟待解决
的问题。

在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
业分会会长刘朗看来，宠物食

品和宠物医院的监管难点在于
标准的缺失。“通过建立最低的
标准来保障消费权益是关键，
需完善相关行业标准，促进市
场规范和提升产业标准化进
程。”刘朗说。

长沙新消费研究院负责人
张丹丹表示，宠物经济从养殖
到销售再到医疗等，存在部分
监管空白。对经营者而言，为
目标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是
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对消费者而言，期待业内各方
不断推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
发展，让人与宠物之间的爱与
陪伴更和谐更长久。

现阶段，农业农村部对宠
物食品出台了《宠物饲料管理
办法》《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
条件》等一系列宠物饲料管理
办法和规定，以加强宠物食品
管理，规范宠物食品市场；宠物
医疗方面新修订了《动物诊疗
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和乡
村兽医管理办法》，以规范宠物
诊疗机构和宠物医师从业者。
然而，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想要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仅出台标
准和管理办法远远不够，真正
让管理方案落地才是关键。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4月19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举行的4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截至2022年底，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数字
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建
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数字产
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数字技
术赋能实体经济成效逐步显

著，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
络零售市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重点从
五方面发力，持续做强做优做
大我国数字经济。

一是在制度建设方面，
加快构建“1+N”数据要素
基础制度体系，推动有条件
的地方和行业开展数据要
素流通使用先行先试，统筹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和场内
场外相结合的数据要素市场
体系。

二是在数字基础设施方
面，适度超前布局，加快光纤
网络扩容提速、5G商用部署
和规模应用，深入实施“东数
西算”工程，加快基础设施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

三是在产业创新发展方
面，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加快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
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
显身手。

四 是 在 数 字 化 转 型 方
面，强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
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改造
政策引领，提升“上云用数
赋智”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支持龙头企业、第三方服
务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加快转
型步伐。

五是在国际合作方面，积
极提出“中国倡议”，落实全球
发展高层对话会数字经济领
域成果。积极提供“中国方
案”，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开展双多边数字
经济治理合作，营造良好国际
环境。

我国建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及其最大零售市场我国建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及其最大零售市场

受访者小毛的宠物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