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宠人群的主要特点为年轻、高学历、女

性。 在养宠用户中，女性占比 56%；男性占比

为 44%，较前一年增长 10 个百分点，越来越

多男性开始养宠物。

从收入结构看， 养宠用户中有 65%的月

收入在 6000 元以下，养宠人群年轻化趋势明

显 ，重点表现在 “90 后 ”养宠用户比例高达

41%，学生等社会新鲜人群开始养宠物。 从学

历上看 ， 本科及以上的养宠用户比例高达

54%。

养宠物的困扰

带宠出行 53%

品牌庞杂 37%

看病太贵 35%

缺乏指导 24%

好货难寻 19%

宠友交流 11%

花钱太多 10%

收入分布
6-12K,

26%

6K 以下,

65%

12-20K,

5%

20K 以上,4%

年龄分布
“90 后”

41%

“70 后”

16%

“80 后”

32%

“50/60 后” 8%
“00 后” 3%

数据来源 《2017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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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宠商机
有多火

市场仍处于孕育期

根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 2017 年

我国宠物市场规模达到 1340 亿元， 宠

物数量由 2010 年的 9691 万只大幅增

加至 1.68 亿只 ， 预计在 2010 年到

2020 年间将保持年均 30.9%的高增速

发展 ，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885

亿元。

当下， 国内宠物经济产业链条已

经覆盖上游的宠物繁殖销售、 宠物食

品用品生产加工， 以及下游的宠物医

疗、 宠物美容、 宠物寄养、 宠物培训、

宠物保险等相关产品服务。 梳理发现，

涉及这些领域的企业不仅有 A 股上市

的佩蒂股份、 中宠股份， 还包括以瑞

鹏股份、 路斯股份等代表的囊括众多

细分领域的新三板公司。

根据全球宠物市场发展最大最成

熟的美国宠物市场走过的历程来看 ，

宠物产业发展一般要经历产业孕育期、

快速发展期、 产业整合期这三个阶段，

且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的产业孕育期， 特征

是宠物保有数量快速增长， 宠物市场

需求以食品、 医疗为主。 进入第二阶

段的快速发展期， 特征为中高端产品

及服务供给增长迅速， 市场需求开始

出现分化。 到了第三阶段的产业整合

期， 消费需求开始向多元、 个性化发

展， 形成数家巨头型企业瓜分主流市

场、 众多小众品牌分食个性化市场的

“二八格局”。

对于我国宠物行业的发展阶段，尽

管有人说目前已经度过了产业孕育期，

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从我国目前宠物

行业发展特点来看，宠物食品、宠物医

疗还是宠物行业中最大的两个细分领

域。 广发证券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宠

物食品与宠物医疗市场占比分别达到

33.83%、22.88%；2017 年进入宠物行业

的资本当中，有近九成资金投向宠物食

品和宠物医疗这两个行业。 另外，目前

A 股和新三板等资本市场上的宠物行

业公司，也均以宠物食品、宠物医疗为

主，如瑞普生物、佩蒂股份、中宠股份、

路斯股份等……这些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宠物市场的发展阶段依旧还处在孕

育期。

不过， 根据近两年国内宠物行业

的增速以及高端、 个性化宠物服务需

求势头的出现， 可以看出， 当下国内

宠物行业已经处于产业孕育后期到快

速发展前期的阶段。 未来， 随着养宠

人群的不断增多和宠物角色的不断升

级， 宠物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高

端宠物食品、 用品以及个性化宠物服

务———包括保险、 寄养、 托运、 训练

等需求将会成为主流， 宠物用品和宠

物服务等细分领域公司迎来爆发期。

专家指出， 宠物市场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 除了中高端产品和宠物服务

需求增多外， “宠物人性化” 将是这

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 而宠物人性化 ，

很大程度上使宠物行业能够抵住经济

增速放缓带来的巨大冲击。 这一特点

在发达国家的宠物发展阶段中也得到

了认证。 专业机构的调查显示， 在欧

美发达国家， 有九成养宠人士将宠物

视为自己的 “家庭成员”， 这一主流认

知， 使得即便是身处经济萧条时， 这

些 “宠物父母” 们宁愿先缩减个人的

其他消费支出， 而不是宠物的消费支

出。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 即使

在经济衰退时期， 各个领域都陷入萧

条状态， 但宠物行业利润仍然保持可

观增长。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

美国宠物行业的年度行业利润为 129

亿美元， 到 2010 年这个数字为 137 亿

美元。 三年中宠物消费的增速始终保

持在 4%左右， 高于人均 GDP 的增长

速度。

资本加速跑马圈地

随着宠物经济的崛起， 之前被视

为蓝海的国内宠物市场 ， 在 2017 年

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表现为巨额资金

涌入、 宠物行业上市公司实现零突破

等， 2017 年也因此被称为 “宠物经济

元年”。

根据市场资讯机构盎司财经的调

查， 去年以来， 宠物行业的资本押注

一直在持续中。 无论是宠物食品还是

宠物用品、 宠物玩具等领域， 持续都

有资本入注。 有业内人士透露， 粗略

估算， 仅 2017 年一年， 涌入国内宠物

行业的资本约为 80 亿元人民币。 而且

像经纬中国、 高盛、 高瓴、 九鼎等资

本大鳄也开始纷纷在宠物行业布局 。

如高瓴资本专门成立了专注于宠物医

疗行业的投资平台———珠海策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 投资包括安安宠物 、

芭比堂等宠物行业知名企业。

与此同时， 去年一年内国内宠物

行业出现了四家上市公司： 多尼斯国

际 、 天地荟先后在美国上市 ， 佩蒂 、

中宠在 A 股上市。 此后， 国内宠物行

业更是迎来了企业扎堆 IPO 的浪潮 。

除了目前在 A 股排队中的天元宠物

外， 现在处于 IPO 辅导阶段的宠物企

业有中恒宠物、 比瑞吉宠物、 依依股

份等多家宠物公司。

越来越多企业成为公众公司， 标

志着宠物行业信息透明化、 运作规范

化的开始， 同时也为资本市场和社会

了解宠物行业打开了一个通道。 未来，

随着国内宠物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

以及本土品牌和市场的不断开拓发展，

我国宠物行业各细分领域的吸金能力

还会进一步加强。

业内专家指出， 从长远来看， 企

业的资本 “吸金” 输血能力固然重要，

自身的造血能力更加关键。 企业长久

的生命线和生存能力， 还是要靠自身

良好的生产经营能力决定， 而要能在

激烈的中外市场竞争中保持战斗力的

关键， 还是要提高自身研发创新能力

和独立生存能力。

另外，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资本

不断入注在宠物行业的各细分领域 ，

但据盎司财经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投资

事件发现， 80%的融资都发生在天使

轮或 pre-A 轮阶段， 且投资额都普遍

偏低， A 轮之后及高额度的投资项目

并不多。 对此， 有业内人士将现阶段

的宠物行业比作 “温水煮青蛙”， 认为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 还是由于目前

市场规模有限， 行业天花板较低所致。

而这一情况， 只有等到国内宠物市场

发展到一定阶段、 国内企业的研发能

力和市场占有率有一定保证的时候 ，

资本才会有更高额度的投入和更深层

次的布局。

喵星人的新生意

“云养猫”“吸猫教”“喵
星人”“铲屎官” ……稍微留
意一下就不难发现， 如今社
交媒体上由猫咪衍生出来
的诸多词汇 ， 要比与狗狗相
关的词要精彩缤纷得多 。 围
绕“云养猫”（网上虚拟宠猫）

而出现的新生意， 让不少人

摩拳擦掌 ，

跃跃欲试。

你是不是会看

着猫咪视频傻乐？ 每天准时收看某只

网红猫咪的日常更新？ 如果这样， 那

么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成为社交网络中

“吸猫族 ” 的一员 ， 而你每天对着可

爱猫咪 “舔屏” 的举动， 就是最近颇

为狂热的 “云养猫” 现象。 随着 “云

养猫” 人群的逐渐壮大， 谁敢否认喵

星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

人们对社交媒体上网红猫咪的热

情， 似乎盖过了对真正养猫的兴趣 ，

而且对猫的喜爱不再局限于真实的

猫咪 ， 只要一只猫足够活泼可爱 ，

不管是漫画形象还是真猫 ， 都成了

吸猫群体追随的对象 。 “云养猫 ”

群体越来越壮大 ， 原因很简单 ： 首

先， 网红猫咪自带或软萌或美艳或高

冷的气质， 赏心悦目的同时更被赋予

了许多 “人的气质”， 一只人气火爆

的网红猫， 背后必定有一个紧抓人心

的 “人设”， 或者拥有与粉丝共鸣的

特质， 让人欲罢不能， 天天 “吸猫”。

其次， 对比起自己养一只猫带来

的诸多麻烦， “云养猫” 可以说是零

成本， 对于当下工作繁忙又缺乏情感

寄托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 ， “云养

猫” 是一种很好的情感释放方式； 最

关键的是 ，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世

代 ， 从真养猫到 “云养猫 ”， 不过是

大势所趋。

在社交媒体已沦为 “吸猫重灾

区” 的情势下， 有时候猫咪会是比明

星还有用的“品牌代言人”。 不久前，伊

利谷粒多乳饮品就找来了著名的动漫

IP“吾皇 ”拍了一支动画广告 ：霸气的

吾皇猫和它的小跟班巴扎黑小狗分别

扮演了至尊宝和紫霞、 孙悟空和唐三

藏、王子和睡美人，用各种场景推销谷

粒多……

任何一只成功的宠物背后都有一

位用心运营的博主 ， 甚至是一支团

队 ， 如何抓准 “云养饲主 ” 们的心 ？

除了精致的抓拍、 日常的萌态视频记

录，还有“心机运营”必不可少。 比如以

故事为内核，丰富宠物的形象。

微博博主“回忆专用小马甲”的成

功便是典型的例子。 小马甲最初的账

号是为了记录感情， 读者在宠物 “妞

妞 ”与 “端午 ”那里得到了情感治愈 ，

故事也丰富了一人、 一猫、 一狗的温

情形象。

再如 ， 与美食等结合增强记忆

点。 微博 “日食记” 中的白猫 “酥饼

大人” 俘获万千美少女， 甚至成为观

众们在每期节目中寻找的对象。 如今

“回忆专用小马甲 ” 和 “日食记 ” 都

凭借猫咪的爆红 ， 接广告接到 手

软———毕竟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广告主

来说 ， 由猫咪产生的微信阅读 “10

万+” 效应是相当诱人的。

“云养” 生意， 关键在于吸引更

多的人关注、分享。 运营方式上，除了

图文分享， 不少萌宠博主早早便开始

尝试视频化运营， 但更往前一步的方

式是什么呢？

日本“云养圈”流行游戏撸猫。 比

如一家游戏公司开发的猫咪题材游戏

“猫咪后院”，就满足吸猫族把所有猫

都带回家的愿望———你只要在后院

中放上猫粮，过一会儿就会有猫咪前

来，而且你还不用担心这么多猫怎么

养得了， 因为它们只是过来玩耍、吃

猫粮的。

国内也有游戏开发着把目光投向

“云养猫”领域。 “一日猫”App 每日一

张猫图配一段文字， 满足不少文艺青

年与撸猫青年的需求。还有猫片、猫趣

等栏目的精神滋养， 牢牢掌握了云养

族们的心后， 他们对各种猫的周边产

品也爱买买买。

围绕“云养猫”而出现的新生意越

来越多， 更多的品牌加入了这场猫咪

经济潮， 和网红猫咪的运营者们一起

推动新一轮的猫咪 IP 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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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 去年中国宠物行业规模达到 1340 亿

元。 除了宠物饲养交易之外， 宠物服务及宠物医疗领域也是飞速增长， 并出现了一

批 O2O 模式的创新服务创业公司， 包括美容、 洗澡、 寄养、 训练等等， 市场空前

活跃。

■雪莉

在猫文化盛行的日本，有一只著名的“猫站长”小玉，是和歌山电气

铁路贵志站附近商店收养的一只流浪猫。和歌山在日本西边，是个旅游

资源算不上特别发达的小地方， 车站想出了让小猫当站长这个具有话

题性的方式来吸引人气。 2007 年 1 月，小玉被任命为贵志站站长，一周

上四天班，报酬是猫粮。

在喜欢猫的日本，小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许多人甚至为了看

一眼小玉，特地跑去乘和歌山电铁贵志川线的列车。媒体报道称，仅凭小

玉站长周边商品、围观小玉站长的门票等爆款“IP”产品，小玉在 2007 年凭一猫之力就创造

了 1.1 亿日元的经济价值。 .很难想象，一只小猫的魅力，竟然能撑起一条旅游产业链。

萌宠商机、 宠物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 宠物经济开始被视

为高速成长的蓝海风口。

“
”

养宠人群撑起
千亿元级宠物行业

数据显示，中国养宠家庭正在增加，2017

年为 5912 万户，中国养宠家庭比例较前一年

增长了 2%， 渗透率达到 17%。 在养宠用户

中 ，养狗家庭比例最高 ，接近 60%，其次是

猫。初步估算，宠物狗的数量约 4990 万只，宠

物猫的数量约 3756 万只。

养宠也带来了较多困扰， 带宠物出行成

为养宠用户最大的困扰； 其次是在宠物的食

品选择上， 品牌较多， 分不清优劣； 宠物医

院作为新兴服务业， 收费相对昂贵， 给宠物

看病也是养宠用户较大的困扰。

（多选）

在宠物消费中， 商品类与服务类消费的

比例接近 7誜3。 宠物商品包括主食、 零食、

宠物保健品、 医药品、 宠物用品和洗护类商

品。 宠物商品类中， 主食类年度人均消费最

高， 为 3842 元； 零食类年度人均消费排名

第二， 年度人均消费为 1932 元。

宠物服务则包括宠物医疗、 洗澡美容、

宠物殡葬、 宠物训练、 寄养等。 从年度人均

总消费看， 宠物医疗年度人均总消费最高，

为 2387.4 元； 洗澡美容年度人均总消费为

2199.1 元， 排名第二。

一只猫带火一条旅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