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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份报告显示，在去年，英国的
宠物保险支出达到 7.85亿英镑，约合人
民币 68亿元，创下了历史记录。宠物保
险市场发展为何如此迅猛，人们又为什
么热衷于给宠物买保险呢？

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热度的持续
走高，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猫狗双全的生
活，国内更是诞生了诸如波奇网、狗民
网、E 宠网等专业的宠物综合服务平
台。但是随着养宠人群的增多，很多宠
主无力承担高昂的宠物医疗费用，甚至
会将患病的宠物丢弃。

对此，很多企业针对此痛点，推出宠
物保险产品，那么目前国内的宠物保险
情况如何？是否能为饲养者减负呢？

养宠模式转变
宠物保险市场迎来新机遇

现在的养宠模式已和过去“放养”模
式不同，宠主们正日渐把宠物当作真正
的家庭成员，而非主人的财产。当宠物
成为家庭成员时，宠物医疗的需求变得
更大，为了给家庭成员治病，人们愿意花

费难以想象的时间、精力与金钱，但看病
成本的昂贵也是宠物保险需求增长的重
要因素。

美国宠物保险覆盖率较低，但基数
庞大，地区未被充分渗透，有很大的潜力
有待开发。据分析，欧洲宠物保险市场
份额预计将显示强劲增长 6.7%。该地
区在整个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引入
较早，加上对伴侣动物的保险覆盖面很
高。

2017年，英国和瑞典等国家的市场
渗透率分别超过 25%和 40%，并在区域
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像Petplan、Na⁃
tionwide、Royal & Sun Alliance （RSA）
和Direct Line保险集团这样的行业参与
者是少数几个主导英国宠物医疗保险业
务的公司。外来品种的猫狗保险需求旺

盛，将成为推动欧洲宠物保险业务增长
的主要因素。

宠物保险公司Healthy Paws曾在其
网站上举了一个例子，一只名叫Lupa的
德国牧羊犬治疗破伤风需要 52021美元
（约合人民币 367824元）。考虑到 2017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 31786美元（约合
人民币 224749元），大多数人不可能在
没有保险的情况下负担得起 Lupa的医
疗费用。除了破伤风外，平均每 5只猫
中就有 1只可能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被诊
断出患有癌症，而对于狗狗来说，这种风
险会上升到1/4。在美国，宠物癌症的诊
断和治疗可能花费超过 1万美元（约合
人民币 70707元），猫的急性肾衰竭可能
花费 150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106060
元）。

除了猫与狗之外，一些保险公司也
尝试扩大受保宠物的范围，将鸟类以及
一些稀有宠物纳入保险保障范围内。美
国市场规模最大的Nationwide就为鸟类
以及一些外来物种，如豹子、蛇、兔子、刺
猬、鼠等宠物提供特殊的保险产品。

与常规认知不同
国内宠物保险市场十分细致

国内宠物保险，始于 2004年，最早
由华泰保险公司推出，宠物的第三方责
任险。开启了中国保险的新纪元。随
后 2005年由太平洋财产保险推出了《北
京市犬主责任保险》；2008年太平洋保
险又推出了面向全国的宠物第三方责
任险；2014年人保和平安相继推出了宠

物医疗保险，为宠物保险的家族添上了
一只猛兽。2016 年太平洋保险公司紧
随其后，也推出宠物医疗保险。

相关数据显示，在 2018年，我国城
镇养宠家庭已经达到了 7358万户，全国
共有 5085 万只宠物狗，4064 万只宠物
猫。但我国宠物数量远未饱和，现户均
宠物 0.24 只，不足美国的 1/6。宠物医
疗市场规模增加将助推宠物保险的市
场需求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各大保险
公司都瞄准了宠物保险这一新的蓝海，
相聚都推出了自家的宠物保险，推广的
方式也是各不相同。2019 年宠物医疗
保险和宠物责任险，众安、天安、易安、
大地、安联等众多小保险公司也相继推
出了自己的宠物医疗保险和责任险。价

格和年龄方面，也分得非常细致，从 18
周到 12岁不等，根据大型犬、小型犬等
保费不一从 845元到 2138元不等，保障
额度从 5000元到 20000元不等，每种疾
病都有相应的报销限额，并且每种疾病
的检查费、麻醉费、药费都分的非常细
致。

一个新的概念推行，必然有一个市
场教育的过程。当前，宠物保险的发展
和宠物看病花费是密切联系的。市场上
的宠物医疗条款限定较多，许多条款和
宠主常规认知的并不相同，导致宠主并
不认可。除此之外，受宠物大小、品种
以及身体状态等因素影响，宠物保险种
类非常多样，在宠物繁殖基地购买宠物
的时候，选购保险也需要宠主做很多功
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宠主对于饲养
宠物各阶段的场景需求会持续增加，各
宠物机构也会提供更符合市场细分化
趋势需求的宠物保险产品，如宠物责任
保险、宠物寄养保险、宠物运输保险
等。

（波 奇）

宠物基数的增加，进一步带动宠
物清洁、医疗、起居的客观需求，使得
宠物经济的热度持续升温。面对潜在
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的宠物家电开
始进入人们视野。

数据显示，2018—2019 年，线上宠
物智能设备主要以宠物环境监察设备
为主，消费占比近 40%。从购买宠物
用品的消费类型上看，数据显示，智能
宠物用品的消费占比均在 10%左右，
潜在发展空间巨大。

宠物家电相继面世

当下，在电商平台搜索“宠物家电”，
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智能宠物吹干箱，其次
是宠物干果机。天猫某宠物家电品牌产
品客服告诉记者，宠物吹干箱购买量的提
升主要是由于季节因素影响，一些宠主为
防止冬季宠物沐浴后着凉生病，会购买宠
物吹干箱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干果机热
度的提升，在其看来，主要是受人们生活
水平提升的影响，人们更乐意体验为宠物

DIY食物的乐趣。
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宠物吹干箱虽

然体积不大，但价格却不菲。以天猫平台
为例，在天猫平台搜索宠物烘干箱，出现
的产品均价大都在1000元左右，甚至也
有一些六七千元的宠物吹干箱销量也相
对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饲养宠物也有了更多讲究。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如宠物智能冷
暖窝、宠物用烘干机、智能宠物训练器、全
自动宠物厕所、宠物空调房等新兴的智能
宠物家电。在宠物美容方面，甚至还出现
了无线宠物剃毛器、电动磨爪器等。在此
基础上，一些家电品牌看到了宠物家电领
域的潜在机遇，开始有所布局。除了小米
外，为满足“铲屎官”们无处不在的养宠需
求，莱克、小熊、亚都等家电品牌均已在宠
物家电领域有所布局。

提到布局宠物家电领域的原因，空气
净化器品牌怡享科技CEO张亮表示，就宠
物空气净化器而言，现阶段宠物空气净化
器仍处在发展初期，需求量并不高。未
来，随着养宠家庭的不断增多，养宠家庭
的氨气净化需求将进一步的提升。基于
此，我们决定率先对这个市场加以创造。

“我们有耐心也有信念做好这个市场，未
来我们也会不断优化我们的产品品质，为

用户提供更多超出预期的产品。”他说。

市场规范不可避免

面对与日俱增的宠物经济，除了积极
响应顺势布局外，对于家电行业而言，能
否顺利接招，做大宠物家电的蛋糕，更大
程度取决于宠物家电的产品质量本身及
该市场的规范程度。与发展趋于成熟的
大家电不同，对于宠物家电而言，尚未形
成的市场规模将为行业发展与市场监管
带来挑战。

对此，行业人士认为，对于尚处发展
初期的宠物家电行业而言，缓慢稳定的发
展更加有利。放慢发展脚步有利于促进
消费者在发展过程中对宠物空气净化器
的了解，也为合理规范市场提供了更多可
能。“相反，行业发展过快，容易出现一些
假冒伪劣现象，一旦影响了消费者的产品
体验，再要重新挽回会更加困难”。这位
行业人士说。

业内人士表示，不论是宠物智能家电
企业还是其他宠物用品企业，要想做大整
个宠物家电行业的“蛋糕”，唯有补足品
牌、研发、产业链、销售渠道上的短板，不
断挖掘用户需求，推出细分品类的产品，
满足客户精细化的需求，并做好全渠道的
运营，提升市场的增量空间，才能进一步
助力宠物家电市场的发展。（电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宠物逐渐走进
人们的生活，成为了人们家庭中的重要成
员。根据CBNData《2019宠物消费生态大
数据报告》，我国养宠家庭数量为9978万
户，5年里同比增长43.9%。

在养宠家庭增加的同时，随之而来的
是宠物经济的迅速崛起。《2019年中国宠
物行业白皮书》指出，目前，我国城镇宠物
犬猫数量已达9915万只，增幅达8.4%，单
只宠物年消费金额达到5561元，同比增
长10.9%。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
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宠物”，且状态为在
业、存续、迁入、迁出的企业共有50万余
家。从地域分布上看，广东省相关企业数
量最多，有9.2万家，浙江省的相关企业数
量次之，有7.7万家，江苏省、山东省与河
南省分别位列三四五位。从宠物相关企
业的注册信息来看，78.15%的相关企业的
注册资本为0至200万；超六成的相关企
业为有限责任公司。另外，有82.29%的
相关企业为批发和零售业。

纵观我国宠物行业近十年的发展，数
据显示，宠物相关企业总量（全部企业状
态）由2010年的3.58万家增长至2019年
的49.17万家，翻了将近14倍。其中2019
年增速高达到63.27%，年新增相关企业
超过19万家，均为历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6月16日，以工
商登记为准，2020年1月1日至5月31日，
我国新增88,116家宠物相关企业，同比增

长40.27%。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我国宠物市场规

模在2019年达到2212亿元，预计2020年
将达2953亿元，从各类养宠家庭占比情
况看，目前猫狗仍然是主要的宠物类型。
同时，小众宠物用品的销量也有明显上涨
的趋势，昆虫用品的销售额线上同比增幅
超过200%，仓鼠、爬宠、兔子用品的线上
销售额同比增幅也接近10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营范围含“宠
物用品”，且企业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

迁出的企业有37万余家。其中，2019年
新增超过15万家宠物用品相关企业（全
部企业状态），增速高达65.1%，超过2017
年和2018年相关企业新增数量的总和。

此外，《2019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指出，宠物食品是养宠消费最主要的
组成部分，占整体消费支出的61.40%，较
去年增加9.20%。数据显示，我国经营范
围含“宠物食品”，且状态为在业、存续、迁
入、迁出的企业超8.8万家。地域分布上
看，江苏省、浙江省和山东省的相关企业
数量最多。

除宠物食品消费外，宠物主们还乐
于尝试宠物美容、摄影、寄养、保险、训练
等新兴消费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宠物产
业链服务市场的发展。随着宠物饲养观
念的广泛普及和宠物行业延伸服务的挖
掘，我国宠物经济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
扩大。

（中 新）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给所有人带来影响，就连
宠物们也难以逃脱。有关“宠物是病毒源头”“宠物会传染病
毒”的传闻四起。尽管自世卫组织辟谣后逐渐风平浪静，但
由此一来，宠物健康、卫生用品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养宠人
群的“最爱”。多家电商平台的宠物药品、消毒抗菌产品销量
骤增。

一名宠物消毒用品经销商告诉记者，自从疫情暴发后，
宠物用消毒液的销量瞬间猛增，甚至让他们措手不及。“以前
养宠人群对于宠物消毒用品不会太过重视，最起码没有宠物
食品买的多，但是自从疫情暴发之后，尤其是各种传言发生
之后，养宠物人群对宠物的外出格外重视起来”。

不少人早在疫情刚刚暴发之时就买好了给宠物专用的
消毒液。“每次遛弯回来都要给它擦脚擦身，保持清洁，它们
不是传染源，反而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宠物主张女士这样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宠物清洁杀菌用品在以往属于小众领域，但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多家电商平台的宠物药品、消毒抗菌产品销量骤增，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热度，成为除了宠物食品以外，行业内最“兴旺”的品类。每天通过客服
咨询的用户也较以往增加了不少。

同时，对于宠物的小病小痛，不少宠物主也选择自行治疗解决。因此宠物
版双黄连口服液、猫狗感冒清、抗菌液、口咽清新喷剂等药品浏览量及成交量
都屡创新高。从口腔、毛发、脚掌，到宠物生活的居家空气，相关的除菌杀毒清
洁用品销量也表现不俗。

（杨 欣）

智能宠物家电崭露头角
专家认为：合理规范市场有利于细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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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渐成“准家庭成员”，宠物医疗市场规模增加，各大商险公司瞄准这一蓝海

新风口：宠物保险迎来机遇

《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指出——

单只宠物年消费额5561元 同比增长10.9%
去年新增15万家宠物用品相关企业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6·18”无疑
是一场购物狂欢节，而对于众多“铲屎
官”来说则是给家里“主子”屯粮的日
子。数据显示，“6·18”当日开场1分钟，
京东超市宠物品类宠物类用品成交额同
比增长12倍，宠物生活成交额是去年的
9倍，宠物主粮成交额是去年的10倍。

在疫情之下，宠食行业受到的影响
更是微乎其微。从A股宠物概念的“双
骄”——中宠股份和佩蒂股份发布的今
年一季度财报来看，中宠股份首季营收
仅微降了 2.03%，归母净利润则同比上
升了28.85%，且公司股价在今日创出历
史新高；而佩蒂股份一季度更是取得了
1177 万 元 的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比 大 增
91.67%。

有宠食行业人士分析称，长期的疫
情带来的行业洗牌，以及宠食消费线上
化渠道的变迁，都进一步加剧了头部企
业集中度，“这可能比我们原来预期的
要提前 1—2 年的时间，头部宠食品牌
今年国内销售甚至比疫情前的预测还
要乐观。”

线上化提速
疫情催化行业洗牌

从需求端来看，宠物食品是一个刚
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疫情影响之下，
宠物食品消费依然保持强势增长，头部
宠食品牌今年国内销售甚至比疫情前
的预测还要乐观。

一位宠食行业人士表示，头部公司
的增速是因为在总需求一定的情况下，
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履约能力变
差，出现没货或者工厂产能跟不上的问
题。而相比之下，无论从生产端还是中
间渠道，大公司的履约能力更有优势，
最后在疫情中反而增长更高。

另一方面，随着电商红利的持续爆
发，大量的宠食消费已经向线上转移。
该人士指出，去年估算国内宠物食品的
线上化水平在 50%左右，今年可能还会
提速。

调查数据显示，2009—2018 年，宠
物食品电商渠道占比由 0.3%迅速跃升
至 45.4%，并于 2017年超过专营店成为
宠食销售第一大渠道。从今年京东

“6·18”的战绩来看，前 1小时宠物主粮
成交额就达到了去年的 10倍。

实际上，一些头部公司乘行业东
风，早布局线上销售渠道。如作为宠物

食 品 行 业 龙 头
的 中 宠 股 份 近
年 来 投 资 了 威
海好宠、领先宠
物 等 聚 焦 线 上
渠 道 的 销 售 公
司，还与苏宁易
购、阿里巴巴以
及 京 东 达 成 战
略合作。此外，
公 司 还 战 略 投
资 了 聚 焦 线 上

线下融合发展的宠物新零售企业云宠
智能，全面布局线上销售。

市场尚未饱和
国产进口品牌“抢蛋糕”策略各异

从宠物数量来看，国内家庭宠物拥
有率还非常低，考虑中国城镇人口密度
与日本相似。若以日本的家庭宠物拥
有率水平作为参照，国海证券认为，我
国家庭宠物拥有率仍有约 2 倍以上的
增长空间。

而宠物数量的增长、渗透率的提升
以及高端化的趋势，将推动国内宠物食
品市场进一步增长。天风证券分析称，
2019年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约
400亿元，未来仍将保持 20%以上的增
速。

在A股市场中，中宠股份和佩蒂股
份均以外贸代工业务起家，近几年才大

力投入国内市场，形成了“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驱动的业务模式。但目前来
看，虽然国内业务在高速增长，但尚未
盈利，利润主要还是由国外业务贡献。

天风证券指出，当前阶段国内公司
的体量普遍较小，市场份额也较低，仍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预计未来我国宠物
食品的本土龙头公司份额有望达到
15%。

前述宠食行业人士还指出，今年国
内和国外宠食公司的比拼重点，已经从
过去快速的营销和理解用户能力变成
了供应能力的竞争。

根据该人士的介绍，如今进口和国
产宠食品牌呈现出两个相反的趋势：一
些国产宠食品牌正在试图打进高端价
位，并通过大量的线下渠道去提高品牌
认知度；而一些进口品牌试图将价格下
探一点，但也面临着海外的产能问题，
在国内会有断货的风险。

目前来看，本土宠食公司的净利润
率仍然较低，像中宠股份和佩蒂股份仅
录得个位数。

对此，前述人士表示，“宠食公司一
般给中间商留的主粮利润在 15%—
20%左右，在零售端大部分的利润空间
在 30%—50%之间，有的国产品牌往往
会留高一点。中国市场离成熟还有很
远的距离，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还是想
我少赚点钱再把规模做大一点，所以大
部分公司不单纯看最后的净利问题。”

（财 经）

“6·18”“铲屎官”消费力强劲

疫情下宠食行业线上化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