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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u 随着宠物在人类社会中角色的转变及地位的提升，“宠物经济”成为热词；创业公司涌现，资本市场对宠物经济的关注度升温，这

加剧了企业的竞争。

u 亿欧智库对目前有关宠物经济市场估值和发展阶段的普遍认知仍有所存疑。另外，我们关注到该行业出现了诸多创新趋势和新兴赛

道，因此我们认为此时对中国宠物经济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了解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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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进行此次行业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宠物经济的创新发展趋势。

u 基于中国宠物经济发展现状，通过深度访谈与研究，我们回溯并分析了宠物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特征，把对于该行业未来发展的

判断与观点给予市场，给参与到中国宠物经济中的企业、创业者及投资机构提供更多的借鉴价值。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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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研究发现

u 我国宠物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95后）、探索期（2015后）、高速发展期（2028~2030后）。我国宠物经济的发

展阶段目前仍处于探索期；

u 亿欧智库测算出 2020 年中国宠物经济（食品、用品、服务、医疗）消费市场规模的可变区间为 1900~2100 亿；

u 宠物经济的消费行为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阶段：来自宠物的生存需求，以及来自宠物主的延伸需求和情感需求；

u 中国宠物经济四大细分行业的发展方向分别为：宠物食品精细化、宠物用品逆陪伴化、宠物服务亲子化、宠物医疗规范化；

u 中国宠物经济整体的发展趋势：

消费者：新蓝海人群将成为企业拓展增量市场的机会

市场：疫情出现长尾效应，将加速市场洗牌，或催生全新模式

赛道：跨界联动将催生新商业形态的出现和人才需求的增多

人才：宠物经济市场与人才供需不平衡，将推动人才结构优化

总结：中国宠物经济整体的发展趋势将由“四化”趋势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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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宠物经济概念界定
Definition of the pet industry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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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1 宠物经济概念界定宠物经济概念界定

u 宠物指 供玩赏、伴侣之目的而饲养或管领的动物。

u 目前中国宠物经济市场较为分散，宠物类别繁多，其中猫狗比重大且市场已初具规模，但其他宠物类别的市场暂未形成规模。根据

上述逻辑，我们认为猫狗市场可以代表目前中国宠物经济的市场现状。

u 本篇报告所定义的宠物猫狗仅包括：食用宠物粮、使用宠物用品，以及消费宠物服务与医疗的猫狗群体。

u 本篇报告所研究的宠物经济，特指围绕 中国宠物猫狗市场，产生的一系列生产、销售、服务等商业活动。

u 非玩赏、伴侣为目的饲养的宠物以及不参与宠物经济消费行为的宠物并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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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玩赏、伴侣为目的的饲养

符合宠物定义

参与宠物经济消费行为

购买标准宠物粮和用品，以及
消费宠物服务与医疗

非玩赏、伴侣为目的的饲养

无主流浪犬、警犬等

不参与宠物经济消费行为

喂食人类食品等
兔子

鼠类

鸟类

其他

鱼

猫

狗

来源：Statista

亿欧智库：宠物主所养宠物类别排序图（多选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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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现状
Development of the pet industry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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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2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三段论：目前仍处于探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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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目前，市场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宠物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期。但我国的养宠渗透率低、科学养宠观念普及度低，这导致我国宠物

经济尚未进入高速发展期。

u 亿欧智库认为，我国宠物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95后）、探索期（2015后）、高速发展期（2028~2030 后）。

我国宠物经济的发展阶段目前仍处于探索期。

u 根据天眼查的数据，2005 年至 2020 年之间共出现 68 万余家主营宠物相关业务的企业，其中有 86.3% 的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以后。根据该统计，我们认为中国宠物经济市场于 2015 年后进入探索期。

u 对比发达国家的宠物经济发展阶段，探索期通常需要经历 13~15 年的时间。根据该推算，我国宠物经济或将于 2028~2030 年

之后达到高速发展期。

市
场
表
现

驱
动
因
素

萌芽期（1995后） 探索期（2015后） 高速发展期（2028~2030年后）

政策

经济&社会需求

人口结构

企业活跃度

养宠渗透率

科学养宠观的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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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丨政策：从禁养到规范，中国宠物管理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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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2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现状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合法饲养

1980

《卫生部关于控制和消灭狂犬病的通知》《家犬管
理条例》：县级以上城市、近郊区、新兴工业区禁
止养犬。

2003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养犬需要遵循登记、年检制度。

2006

《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规范养犬登记、免疫登记、户
外活动管理、狂犬病免费免疫制度。

2007

《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对犬只依法实行动物免疫制
度和养犬登记制度。

优化管理

2009

《杭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杭州、广州放开对于养宠
数量的限制。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设立宠物医疗机构必
须取得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颁发的许可证，要求配置
有注册的执业兽医和兽医助理各3名以上，室内面积需
要大于120平方米。

2019

《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卫生规定》、《宠物
饲料标签规定》等6个规范性文件发布，规范饲料生产
许可管理和进出口登记制度。

2020

《宠物（犬、猫）挤压膨化饲料生产质量控制与评价技
术规范》农业行业标准项目获得正式立项。

禁止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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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联证券

亿欧智库：养宠人群年龄分布图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2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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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宠物经济伴随着晚婚或不婚趋势而发展。中国 41% 的养宠群体属于单身人群。同时，我国迎来第五次单身潮，这将对宠物经济起

到较大推动作用。

u 亿欧智库通过研究发现，当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市场将会饱和，导致养宠渗透率下降。由于我国的老龄化还没有达到让市场

饱和的状态，因此养宠渗透率还将持续增加。

u 根据养宠人群年龄分布图，消费人群年轻化趋势凸显，95后消费群体是行业增长关键动力。

亿欧智库：老龄化与养宠渗透率关系图

来源：天风证券

未婚 已婚有子女 已婚无子女 其他

来源：国家统计局

亿欧智库：养宠人群婚姻状况

来源：西南证券

亿欧智库：中国五次单身潮详解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部
《婚姻法》颁布后的离婚潮。

20世纪70年代末：知识青年返
程，城市里聚集大批单身青年。

21世纪初至今：女性受教育水
平提高&经济独立能力，以及
现代人群婚姻观念的淡薄化。

21世纪初：结婚成本和机会成
本的上升导致晚婚、不婚人群
增多。

20世纪90年代：《婚姻法》规
定“感情破裂”可作为离婚理
由，离婚人口剧增。

驱动因素丨人口结构：年轻单身人群是消费主力，养宠渗透率
持续增加

70后 80后 95前 95后

90后

时间

程
度

饱和点

老龄化 养宠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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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因素丨科学养宠普及度：观念尚待建立，宠物主消费能力
被制约

u 现阶段，宠物主缺少相应的科学养宠知识储备。

u 亿欧智库通过访谈了解到，宠物主的养宠知识和养宠观念成熟大致需要五年时间。

u 中国消费者的科学养宠观念尚待建立，宠物主的消费能力在现阶段被观念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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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科学养
宠观

消费能力弱

• 部分宠物主选择喂养人类食物，宠物

鲜粮及宠物营养品消费能力弱

• 宠物医疗与服务消费渗透率低

• 未认识到宠物饮食的特殊性

• 不了解宠物不同生长阶段的差异化需求

• 缺乏宠物健康知识储备，无法判断其身体健康状态

来源：企业访谈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2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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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分析
Marke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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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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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测算：宠物经济市场规模介于 1900 亿至 2100 亿之间，
食品行业贡献超过50%
u 通过对网络销售数据的抓取，以及线下走访和企业访谈，亿欧智库对 2020 年中国宠物经济（食品、用品、服务、医疗）的市场规

模进行了测算。

u 测算逻辑：从零售电商出发，推算出宠物经济线上全年销售额，再乘以线上线下消费比重，以及宠物经济各细分行业的消费占比，

测算出中国宠物经济市场规模。

u 根据上述逻辑，经亿欧智库测算， 2020 年中国宠物经济（食品、用品、服务、医疗）消费市场规模的可变区间为 1900~2100 亿。

四大细分领域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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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食品
市场规模的可变区间为 1167~1290 亿

宠物用品
市场规模的可变区间为 222~246 亿

宠物医疗
市场规模的可变区间为 361~399 亿

宠物服务
市场规模的可变区间为 150~166 亿

61.4%

19
%

11
.7
%

7.
9%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3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分析

1900 ~ 21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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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现阶段行业内上市公司少，且均在宠物零食领域营
收最高
u 由于中国宠物经济的发展仍处于探索期，上市公司较少，仅有中宠与佩蒂两家。

u 比较 2020 年与 2019 年 Q1 营收，佩蒂股份营收增长达到 48.74%；而中宠股份由于“其他收益”部分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78.77%，

因此整体营收出现了 2.03% 的下降。

u 中宠股份与佩蒂股份均将业务重心致力于宠物食品的研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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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佩蒂 2020 年中报 - 主要营收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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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 0.627 0.275

81.24%

13.51% 3.65%
1.6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0

2
4

6

8

10

12

14

16

宠物零食宠物罐头宠物主粮 其他

营业收入（亿元） 占比

亿欧智库：中宠 2019 年报 - 主要营收及占比亿欧智库：中宠&佩蒂 2020 Q1 营收对比（亿元）

来源：企业年报 来源：企业年报 来源：企业年报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3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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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市场现状：宠物食品、用品和服务展现出更强融合性

u 亿欧智库统计，2019 年全年及 2020 年 1 至 7 月，宠物行业 分别发生 27 笔和 11 笔融资事件，融资总金额约为 23 亿元人民币。

u 其中，经营品类覆盖宠物食品的公司数量最多，总计达到 18 家；其次是宠物用品以及宠物服务，分别为 12 家和 11 家。可以看出，

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服务三个细分领域的融合性更强，与之相对的是 较为独立的宠物医疗和活体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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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2019/1 至 2020/7 宠物行业投融资细分领域及投资方

仅涉足食品领域的公司：7家

医疗：11家

仅涉足服务领域的公司：7家

食品用品服务均有涉足的公司：4家

涉足食品和用品的公司：7家

仅涉足用品领域的公司：1家

活体零售：1家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3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分析

来源：亿欧智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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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智库整理：2020年1月至7月投融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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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称 投资时间 轮次 具体金额（万） 币种 投资方 所在地 企业全称 企业简介

魔力猫盒 2020/1/1 B轮 千万级美元 美元 经纬中国 上海市 上海索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订阅制宠物服务平台

疯狂小狗 2020/1/1 股权融资 未披露 人民币 伊利股份 江苏省 徐州苏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宠物服务、宠物用品提供商

宠年年 2020/2/26 天使轮 未披露 未披露 今汐永宣 北京市 真可爱呀（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宠物一站式伴养平台

奥浦迈 2020/3/9 C轮 1亿 人民币 国寿投资,国寿大健康基金 上海市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动物细胞无血清培养基开发和生产

泓宇医疗 2020/3/26 A轮 3000万 人民币 中信产业基金,醴泽基金 浙江省 浙江泓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宠物犬心脏病介入治疗服务商

豆柴宠物 2020/4/3 A轮 数千万 人民币 金鼎资本 广东省 深圳市爱宠之家贸易有限公司 宠物食品品牌提供商

美兰生物 2020/5/13 天使轮 未披露 未披露 鸿博资本 河南省 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动物疫苗细胞全悬浮培养技术研发商

倍谙基生物科技 2020/6/11 股权融资 未披露 人民币 众合瑞民 上海市 上海倍谙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动物细胞悬浮培养

祺祥生物 2020/6/22 Pre-A轮 未披露 未披露 河南高创 河南省 河南祺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动物疫苗研发生产商

希诺谷生物 2020/6/23 B轮 数千万 人民币 顺祺基金,希诺恒通 北京市 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物克隆及基因编辑犬技术研发商

猫猫狗狗科技 20020/6 股权融资 未披露 人民币 艾莫投资 北京市 北京猫猫狗狗科技有限公司 宠物消费升级产品开发商

疯狂小狗 2020/7/1 战略融资 4000万 人民币 国盛富瑞 江苏省 徐州苏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宠物服务、宠物用品提供商

Part.1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概况
1.3 中国宠物经济市场分析

来源：天眼查



Overview of the pet industry chain and analysis of specific area
Part 2丨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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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链概览
Industry chain overview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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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宠物繁育 活体交易

犬舍/猫舍

家庭繁育

救助中心 线
上

线
下

救助中心

宠物门店

中游

宠物用品

综
合

主
粮

零
食

宠物食品

宠
物
用
品
部
分
品
牌

营
养
品

智
能
硬
件
品
牌

下游

宠物医疗宠物服务

连
锁
宠
物
店
品
牌

保
险

驯
养 缺乏头部品牌；

主要商业形态为传统个体
户门店。殡

葬
摄
影

寄
养

线
上
平
台

连
锁
宠
物
医
院
品
牌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1 产业链概览宠物经济产业链上中下游分解 & 部分代表品牌

20
来源：公开资料收集，亿欧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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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1 产业链概览宠物经济产业链各细分行业分布图

u 亿欧智库认为，宠物经济的消费行为可以被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为：生存需求、延伸需求以及情感需求。

u 生存需求是来自于宠物猫狗自身的最基本需求。

u 延伸需求和情感需求则是由宠物主发起的。其中，延伸需求是指满足宠物生存有关的延伸的需求。

u 基于该需求理论以及消费渗透率，宠物经济产业链各个细分行业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21消费渗透率

宠
物
消
费
需
求
阶
段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宠物洗护

宠物殡葬

宠物驯养

宠物摄影

宠物保险

宠物寄养

生
存
需
求

延
伸
需
求

情
感
需
求

来源：亿欧智库绘制

宠物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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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业链上游分析
Analysis of upstream chain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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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2 产业链上游分析

u 繁育与交易环节绑定关系极强，但国内尚无规模化的养殖机构，市场现状鱼龙混杂。

u 繁育端主要由犬舍/猫舍控制，但缺乏监管和标准化流程；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在线下传统宠物店。

u 除下图展示的主要 4种宠物获取途径外，其余占比为：动物救助站 4%；线上私人买家 2%；线下私人买家 1.5%；动物保护组织 0.5%。

23

产业链上游：宠物繁殖与交易环环相扣，市场鱼龙混杂

宠物店购入占比 43% 被赠予占比达到 32%

捡拾占比 4.5%

宠物繁育
包括犬舍/猫舍、家庭繁育以及救助中心；

国内尚无大型的规模化养殖机构。

活体交易
线下救助中心及宠物店，线上垂直电商、；

与繁殖环节强绑定，包括包装、检疫、配送、售后等环节。

好

犬舍/猫舍购入占比 12.5%

宠物来源：

u与犬舍/猫舍进行合作；

u家庭繁育；

u与其他宠物店合作繁育。

宠物来源：

u交易环节中，年龄超过3月的难售宠物；

u家庭繁育。

宠物来源：

u犬舍/猫舍，小规模化繁育。

宠物来源：

u交易环节中产生的滞留宠物；

u弃养宠物等。

亿欧智库：宠物购买来源占比统计

来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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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游丨宠物食品行业洞察
Analysis of pet foods industry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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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3 宠物食品行业洞察宠物食品是宠物行业第一刚需市场，包含三大领域，多种细分

品类
u 宠物食品特指 为宠物群体所专门研发并生产的食品，包含主粮、零食和营养品三大领域。

u 宠物食品行业是宠物经济中消费占比最大的行业。

25

各行业消费规模比例

19%

7.9%

11.7%
61.4%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宠物服务

宠物食品

来源：亿欧智库

亿欧智库：中国宠物经济各细分行业消费市场规模比例
亿欧智库：中国宠物食品行业经营品类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干粮

湿粮

主粮

咬胶

…

零食 训犬奖励

特殊补充剂

…

维生素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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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3 宠物食品行业洞察宠物食品产业链：单品牌型企业致力于食品生产，配方与生产

工艺是核心创新点

26

u 宠物食品企业可以分为多品牌与单品牌两种类型。

u 单品牌型企业的出现加剧市场竞争，伴随消费者的需求增加，食品生产工艺的发展和升级正在被快速驱动。

单品牌型企业缺乏原料端

优势，主要依靠配方与生

产工艺实现产品差异性。

消

费

者

屠宰肉类养
殖
场 皮类

谷
物
种
植

谷
物

加
工

淀粉

谷物

原料供应端

肉类加工

皮类加工

肉类原料

皮类原料

食品生产端 市场流通端

单品牌型企业

配
方

主粮生
产
工
艺

零食

营养品

线
上

线
下

自建工厂

代工厂

多品牌型企业

核心创新点

原材料端是多品牌型企业的主要优势。

来源：亿欧智库

亿欧智库：宠物食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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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宠物食品行业的竞争态势较为激烈，主要体现于新玩家威胁和同业竞争

度两个方面。

u 亿欧智库通过调查发现，消费者在购买宠物粮时会优先考虑产品配料以

及营养成份，这同样是产品创新的机会所在。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3 宠物食品行业洞察行业竞争态势：食品行业竞争态势较为激烈，产品创新机会在

于产品成份与配料

27

供应商议价力

由于上游原料供应方较为分散且数量众多，食品领域的供应商议价
能力偏弱。

购买者议价力

购买者议价能力受自身工厂规模大小影响较大；大型企业生产规模大，
需求量大，因此具有较高的议价能力。

新玩家威胁
由于行业集中度高，宠物主粮市场已进入红海，新玩家威胁力偏弱；
但鲜粮和保健品市场还有待开发，且易拓展蓝海市场，新玩家威胁力
偏高。

替代品威胁

宠物食品的替代品一般为人类食品，随着科学养宠知识的积累，替代
品威胁将逐渐变小。

同业竞争程度

宠物主粮需求旺盛，但市场趋于成熟，同业竞争程度较高；但零食
与营养品市场尚未成熟，可拓展机会高，同业竞争程度一般。

亿欧智库：宠物食品购买因素偏好调查排序图

产品配料

营养成份

无添加剂/防腐剂

优质食材

品牌

口味

价格

气味

犬/猫品种

生产地

易购买与否

来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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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3 宠物食品行业洞察宠物食品行业发展精细化：与发达国家趋势相似，生产工艺迭

代与消费升级驱动，食品品类不断扩充

28

u消费者追求食品和配料的

无谷性以及天然有机性。

u探索多样化蛋白质源，例

如昆虫高蛋白和代替性植

物蛋白。

u功能性食品关注度上升，

对犬/猫特定需求研发专

门型宠物食品。

美国

u可降解食品包装与小包

装宠物粮均受到欢迎。

u宠物素食与清洁肉成为

新趋势。

u跨渠道提高食品处理质

量和工艺。

欧洲

u宠物地位与科学养宠观

念的提高，促使消费者

需求升级，驱动产品创

新与制造工艺迭代。

u天然粮、冰鲜粮、宠物

饮料等新品类出现，宠

物食品产品线不断扩充。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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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游丨宠物用品行业洞察
Analysis of pet supplies industry

29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4 宠物用品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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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用品细分品类多，清洁护理需求最大，智能设备消费增速
最快

30

u 宠物用品特指专门针对宠物群体所研发、生产和使用的用品。

u 宠物用品细分品类多，主要包括牵引器、清洁护理、宠物窝垫、食用器皿、宠物服饰、宠物玩具等。

u 清洁护理目前市场需求最大，但增速缓慢；宠物智能设备的需求和成交量增速最快，但目前成交体量较小。

独
立
访
客
增
速

成交量增速

宠物服饰 清洁护理

日用品

宠物玩具

智能设备

2018.7-2020.6 全年宠物用品品类消费数据
（气泡大小表示成交量体量）

日用品包括牵引器、食用器皿等

来源：阿里妈妈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宠物用品分类

宠物用品

其他

牵引器

清洁护理

宠物窝垫

食用器皿

宠物服饰

宠物玩具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4 宠物用品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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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方向

u 供应链升级
企业进入从贴牌代工到开发自有品牌生产线过度阶段，通过供应链升级，严格原

材料选取，提高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率。

u 品牌化

我国社会需求转化带来消费升级，32% 的消费者关注宠物用品品牌，推动企业建

立自主品牌，发展个性化商品。

u 产品设计与研发

根据宠物用品消费者偏好调查，有 38% 的消费者看重智能化。为满足市场需求，

企业加大产品设计与研发力度，开启宠物智能用品新时代。

线上：综合电商平台、垂直电商平台
线下：综合超市、宠物门店

销售渠道端

宠物用品产业链

纺织品、板材、塑胶、橡胶、金属
等

原材料端

牵引绳、清洁护理、宠物窝垫、食
用器皿、宠物服饰、宠物玩具等

加工生产端

宠物用品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品牌化、产品设计与研发是
创新发展方向

31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4 宠物用品行业洞察

价格, 32%品牌, 33%原材料质量, 47%基础功能, 52% 智能功能, 38%

亿欧智库：宠物用品消费者偏好分布图

来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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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4 宠物用品行业洞察宠物用品行业发展逆陪伴化：情感需求与时间需求共同驱动

32

u 宠物主渴望解放双手，同时又需要在有限的个人可支配时间内，给予宠物充足的情感陪伴，这成为了现阶段养宠的主要矛盾。

u 用品逆陪伴化：在宠物用品智能化基础上，为解决宠物主的时间需求，以及宠物需要主人陪伴的情感需求，所产生的宠物主情感补偿行

为。

宠物主缺乏陪宠时间宠物主情感需求

宠物需要陪伴的需求

情感补偿

宠物用品逆陪伴化

品牌化&智能化

供应链升级

宠物用品

工作节奏快

生活压力大

喜欢宠物

需要陪伴

宠
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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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游丨宠物服务行业洞察
Analysis of pet service industry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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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5 宠物服务行业洞察宠物服务包含六大细分领域

34

u 宠物服务行业包括六大细分领域，包括：洗护美容、宠物寄养、宠物摄影、宠物保险、宠物驯养以及宠物殡葬。

人才培养 主要从业者为服务型人才

国内无职业标准，无监管体系，入职门槛低

培训不正规，以私人学校为主，资格证以海外为标准

行业现状 无巨头，市场碎片化严重，缺乏标准化

入行/从业门槛低，无选址要求

需要新理念助力，缺乏模式创新

宠物驯养

宠物摄影

宠物寄养

洗护美容

宠物保险

宠物殡葬

宠
物
服
务

颜色越深该领域的消费渗透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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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 线下

消费途径

• 线下

服务交付方式

• 传统个体门店

• 连锁加盟门店

商业形态

• 修毛

• 洗澡

• SPA

服务内容

• 按次收费

• 会员预存

收费

• 美容师

• 助理

人才需求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5 宠物服务行业洞察洗护美容：宠物服务主要细分领域，以传统宠物店为主要商业

形态
u 通过门店走访与从业者访谈，亿欧智库对宠物服务内的洗护美容领域进行了深度观察。

u 作为宠物服务行业中消费渗透率最高的领域，商业形态以传统宠物店为主，且服务内容呈现拟人化趋势。

35

宠物殡葬

宠物驯养

宠物保险

宠物摄影

宠物寄养

洗护美容

来源：2019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亿欧智库：宠物服务各细分领域消费普及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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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5 宠物服务行业洞察传统宠物店难以发展：因入行门槛低、商业业态较为原始，以

及伪加盟状态三大原因共同导致

u 传统宠物店有着较低的入行门槛，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宠物门店碎片化，以及难以整合的现状。

u 亿欧智库通过线下走访发现，洗护美容作为传统宠物店的主营业务，与食品零售形成强绑定关系，销售方式过度依赖推销，造成了

较为原始的商业业态。同时，由于单店的辐射区域有限（3公里以内），导致客源受限，营收较为艰难。

u 由于加盟门槛低，缺乏统一的供应链和服务管理，多数连锁品牌处于伪加盟状态。

36

- 社区门店 商圈门店 连锁门店 加盟门店

主要业务
洗护美容
零售
寄养

主营零售
宠物活体
洗护美容

洗护美容
零售
寄养

洗护美容
零售
寄养

年营收 小于20w 60-70w 10-15w 小于15w

利润 小于10%

毛利率约
35%

净利润约
12.5%

毛利率约
30%

毛利率
30%-40%

回本周期 2-3年 1-1.5年 多数尚未盈
利 2年以上

来源：雪球网、东北证券

入行门槛低

伪加盟状态商业业态原始

1. 创业者缺乏管理能力；

2. 零售与服务强绑定；

3. 单 店 辐 射 范 围 小 。

1. 加盟门槛低；

2. 加盟广告诱导性强；

3. 缺乏标准化管理；

4. 缺乏良好供应链支持。

1. 创业者学历偏低；

2. 入行投资金额低。

来源：企业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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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5 宠物服务行业洞察其他服务：服务需求多样化，各细分领域商业模式差异性大

37
来源：公开资料、CCTV 财经频道

宠物摄影

宠物殡葬宠物保险

宠物驯养

u 特点：由养宠人群差旅需
求萌生的宠物经济新赛道，
三线及以上城市为主要市
场

u 商业形态：普通宠物店 &
宠物酒店等

u 服务：各式寄养房间、陪
玩/代遛、日常护理等

u 收费：按天收费、增值服
务

u 特点：消费升级新趋势

u 商业形态：传统摄影店
& 宠物摄影专门等

u 服务：内外景宠物拍摄、
内外景人宠拍摄等

u 收费：按套收费，增值
道具收费等

u 特点：宠物主的保险消费
意识正在增强，以一二线
城市为主要市场

u 商业形态：线上、保险公
司

u 服务：第三方责任险、健
康医疗险和宠物被盗险等

u 收费：按年收费

u 特点：渗透率低，消费意
识尚未建立

u 商业形态：专门宠物培训
基地

u 服务：不良行为纠正、基
础行为训练等

u 收费：按课程收费、按月
收费等

u 特点：利润空间大，存在
较强地域性

u 商业形态：专门型宠物殡
葬门店

u 服务：火化、标本/纪念
品制作、佛堂/骨灰堂定
制等

u 收费：按次收费、增值服
务等

宠物寄养

u 其余五大细分领域的商业形态并不仅限于传统宠物店。消费渠道虽包括线上，但除宠物保险外，线下实体店仍然为主要的服务交付

场所。

u 各个领域的服务内容在传统基础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创新趋势，均以宠物拟人化为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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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5 宠物服务行业洞察服务行业发展亲子化：现有领域内容细化，行业边界持续扩展

38

宠物拟人化

服务亲子化

现有领域内容细化，满足消费者多样需求

行业边界持续扩展，催生全新赛道
u 宠物洁牙

u 耳道清洗

u 烫毛/染毛

u 改善式寄养

u 殡葬纪念定制化

u 在线问诊

u 宠物乐园

u 宠物旅行团

u 宠物托运

u 宠物租赁

u 宠物陪伴属性的增强，加快着宠物角色的转变；因宠物拟人化的影响，宠物服务行业正在出现服务亲子化的趋势。

u 随之而来的是服务消费品类的快速增加，包括对于旧有领域的内容细化，以及全新赛道的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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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游丨宠物医疗行业洞察
Analysis of pet medical industry

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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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6 宠物医疗行业洞察宠物医疗界定

u 宠物医疗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所规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的兽医服务业。

u 本报告所定义的宠物医疗，特指对于中国宠物猫狗进行的药品销售、宠物保健，及宠物诊疗服务。

u 医疗服务中，消费者针对宠物的皮肤和肠胃类疾病进行问诊的概率最高。

40

肠胃问题

皮肤问题

过去12个月未出现健康问题

耳朵/眼睛/牙齿的问题

四肢疾病

炎症

害虫

一般障碍(如食欲不振、神经紧张)

受伤

慢性疾病(如糖尿病)

肿瘤

其他问题

亿欧智库：宠物主要问诊项目统计
人才培养 技术型人才

国内有完备的兽医从业标准，监管严格，入职门槛高

培训正规，高等院校拥有兽医专业

行业现状 巨头整合，标准化高

入行/从业门槛高，有面积规范，要求独栋建筑

行业发展快，模式较为成熟

宠物保健 营养管理

驱虫

体检

幼年/老年特殊护理

……

宠物诊疗 疾病治疗

绝育手术

疫苗

……

来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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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6 宠物医疗行业洞察宠物医疗产业链：以宠物医院为核心，连接供应端与服务端

41

宠物诊疗宠物保健

宠物医院

u根据农业部《宠物用兽药说明书范本》规定，

目前合规的宠物用药仅有183种。

u在日常诊疗中，人用药与进口药品较为常见，

但均不属于合规范围。

供应端：医疗药品

u 在线问诊与线上医疗信息获取途径增多，但宠

物医院仍是主要的服务交付场所。

u 与宠物服务接近，O2O电商平台已成为主要的

医疗销售途径之一。

服务端：线上平台

u主要包括手术类、检验检疫类以及光学影像类。

u由于设备与耗材主要依靠进口，昂贵的价格提

高了宠物医院的入行门槛。

供应端：医疗设备与耗材

u出具样本检测结果，辅助诊疗，宠物医院形成

互补关系。

服务端：第三方检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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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产业链概览及细分行业洞察
2.6 宠物医疗行业洞察宠物医疗行业发展规范化：巨头整合正进行，行业集中度高，

医疗行业规范化进程加快

u 瑞派宠物和新瑞鹏集团位居医疗行业第一梯队，其强整合能力正在快速推动医疗行业规范化的建立。

42

供应端

瑞派宠物

股权结构包括各供应端大型企业，
包括玛氏 22.55%、中瑞华普
19.85%、瑞普生物10.5%。

下辖300+医院，专业兽医人员超过
1600余人。

瑞派宠物对外投资14家区域级
管理公司，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

高瓴资本将所投超过700家宠物
医院，与瑞鹏股份原有宠物医
院450余家进行合并。

下辖1300+宠物医院，覆盖89
座城市。

兽医人才统一培训，耗材与设
备集中采购，建立“1+P+C”
三级医院体系（中心医院、专
科医院、社区医院）。

规范化

服务端

高瓴+原瑞鹏股份

新瑞鹏集团

供应链集中管理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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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丨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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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趋势消费者：新蓝海人群将成为企业拓展增量市场的机会

u 有别于目前已养宠但消费力尚未发挥完全的蓝海人群，宠物经济新蓝海人群主要由新宠物主/潜在消费者和下一代养宠人构成，这些

新兴群体更易进行情感需求阶段的消费。

u 从企业角度看，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能力是抓住这类群体的较好方式，如订阅制的销售渠道创新，以及跨界联动的品类创新。

44

新蓝海人群

爱宠人群将成为宠物经济的潜在消
费者，同时，随着人均GDP的提升，
新宠物主的人数将会大幅提升。

新宠物主 / 潜在消费者

随着作为主力养宠人群的90后成为
父母，科学养宠的观念将成为新一
代年轻人的家庭教育环节。

科学养宠观念

云吸宠与宠物IP成为流量焦点，带
动宠物经济的衍生领域不断扩充，
为商业化变现奠定了基础。

宠物网红经济

创新能力
渠道创新 & 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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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疫情出现长尾效应，将加速市场洗牌，或催生全新模式

u 亿欧智库通过访谈了解到，疫情后由于世界局势的逐步紧张，以及国际进出口的受限，许多企业都进行了出口转内销的转型，这可

能会使国内市场迎来较大规模的新老交替，加剧行业竞争，加速行业洗牌。

u 虽然线下门店在疫情期间受到了极大冲击，但宠物行业的线上渗透率大大提高。同时云养宠人数持续增加，为宠物行业培养了大批

潜在消费者。

45

新模式

大企业出口转内销，宠物行业或迎来新老交替，加剧

行业竞争。

行业洗牌加速

疫情严重打击了以线下宠物店为

主要业态形式的宠物行业。

线下渗透率降低

疫情扩大了云吸宠人群，为行业培养新的潜在消费者，

同时提高了线上渗透率。

潜在消费者

为应对挑战，传统宠物品牌应与宠物IP进

行深度合作，吸收潜在用户，探索模式创

新，拓展新蓝海市场，扩大自身影响力。

Part.3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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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趋势赛道：跨界联动将催生新商业形态的出现和人才需求的增多

宠物餐厅 • 消费者青睐有利于宠物健康的零食及饮品；
• 了解宠物健康饮食配比的人才需求量增加；

「宠物+餐饮」

• 需要宠物友好的场所和交通方式，以及经验丰富的领队，摄
影师，宠物医生等；

「宠物+娱乐」

• 探索宠物达人私域流量商业化，发展种草带货双结
合模式，精准连接宠物人群与宠物品牌；

「宠物+互联网」 宠物直播

宠物旅行

宠物 IP「宠物+文创」
• 打造知名IP，积攒存量，实现后期流量变现是发展
重点；

• 以知名IP为基础，可发展相关宠物主题用品、民宿、
书籍等；

大型综合服务商家，提供多种线下服务，
高集中度一体化地满足宠物所需。

宠物乐园

瞄准新蓝海人群的差异化产品，更有潜
力脱颖而出，如“宠物汉服”，“宠物
潮牌”等。

宠物时尚

u 宠物市场规模扩大衍生多种新赛道，就目前阶段而言，宠物乐园和宠物时尚赛道最有发展潜力。

u 宠物餐厅、宠物旅行、宠物IP、宠物直播等跨界衍生赛道随消费者需求出现，宠物经济有望探寻更多的跨界商业形态，同时，伴随

着消费形式的多样化，人才专业化需求也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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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宠物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结构优化

47

人才结构优化需求

u虽然目前宠物经济处于探索期，但仍已达到千亿级规模。亿欧智

库调查发现，62%的宠物主需要近距离了解产品，58%的消费者

需要店内协助服务。因此，伴随消费需求升级，以及市场规模扩

大，人才专业化需求将增加。

市场与人才供
需不匹配

人才需求+消费者
科学养宠认知提升

相关培训服
务机构增加

人才专业化
培训结构体系化

01 02 03

人才结构优化方式

u我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已设立宠物服务行业系列培训。

u相关培训学校与宠物企业合作，共同推行“岗位轮动”人才培养模式，

分别在宠物用品超市、宠物医院等实训基地培养学生岗位技能与综合职

业素养。

u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宠物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企业与高校将建立更完

善的人才培训机制。

人才培养

重视宠物经济专业人才

国家

提供扎实的基础知识

提供实践操作技能平台

企业

高校

Part.3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趋势

04



EO Intelligence

Part.3 中国宠物经济发展趋势总结：中国宠物经济整体的发展趋势将由“四化”趋势主导

u 亿欧智库通过研究总结了中国宠物经济四大细分行业的发展方向，包括食品精细化、用品逆陪伴化、服务亲子化和医疗规范化。

u 各细分行业的发展方向虽有差异，但均是由 宠物主的消费需求升级 和 对宠物的情感认同而驱动。

u 四大细分行业的发展方向将会主导中国宠物经济整体的发展趋势。

48

宠物食品精细化 宠物服务亲子化

宠物用品逆陪伴化 宠物医疗规范化

食品样式更加丰富；产品品
类更加多元；食材配方更加

健康

宠物服务的品类范围将会
与亲子品类更加接近，催
生更多全新赛道。

宠物用品的功能性更加丰富，
更多以解放宠物主双手为目

的

医疗诊断方式的标准和流程
将会逐步规范化，行业巨头
整合将会促使宠物医疗的入
行门槛提高。

亿欧智库：中国宠物四大细分行业“四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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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u 《2020中国宠物经济创新与发展研究报告》是通过桌面研究、消费者问卷，以及对消费者、相关从业人员和投资人的访谈后最终完

成。亿欧智库对中国宠物经济行业规模进行了重新测算，并重点分析了四大细分行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宠物经济整体的发展趋势。

u 在此，感谢所有为亿欧智库此次报告提供帮助和写作的企业、投资人、行业专家，感谢你们的鼎力协助。亿欧智库也将继续密切关

注中国宠物经济的发展，持续输出更多的研究成果。亿欧智库也十分欢迎大家与我们联系交流，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u 以下为致谢名单（以公司首字母排序，不分先后）：凯珩资本创始人吴志伟、毛球殿下创始人修浩仁、青山资本投资副总裁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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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报告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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