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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宠物用品结构改善，日本宠物市场依然坚挺 

日本宠物猫和狗约占宠物数量的 1/3，2003 年起二者的数量已超过儿童数量。

2017 年日本宠物猫和狗的数量达到 1922 万只，较 2008 年的峰值 2399 万只下

滑约 20%；其中宠物狗的数量下滑相对明显，2016 年日本宠物猫数量首次超过

宠物狗。（1）由于宠物在医疗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室内饲养的宠物不易生病

且更长寿。伴随着新增宠物数量的减少，日本出现宠物老龄化现象。（2）宠物

主希望通过补充营养来维持高龄宠物的健康，因而高龄宠物的增加直接推动高

端宠物食品消费的增长，宠物用品消费升级背景下日本宠物人性化趋势明显。 

虽然近十年来养宠数量有所下滑，但由于宠物用品结构的改善，日本宠物市场

依然维持稳定增长。2017 年日本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 1.5 万亿日元，预计

2011~2018 年年均复合增速为 1.27%。宠物经济稳健增长反映了日本生育率低

以及老年人的陪伴需求增加：（1）从宏观经济来看，近 20 年来日本经济增速放

缓，居民工资增长停滞，而育儿成本较高，更多的日本人宁愿选择饲养宠物，

尤其是适宜室内喂养的猫及小型犬；（2）从情感因素角度来看，日本少子化及

老龄化趋势明显，宠物可满足饲育者的陪伴需求，宠物主消费意愿随之走强。 

 宠物人性化和老龄化下宠物护理行业温和增长 

随着宠物人性化趋势的发展，饲主对宠物护理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因而推

动了日本宠物护理产业的稳健增长。2004 年至今，日本宠物护理市场复合增速

约为 1.06%。我们认为，宠物护理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1）在宠物人性化趋

势下，宠物主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来照顾被视作家庭成员的宠物；2）在老龄化

趋势下，宠物主希望通过膳食补充剂来维持宠物的营养与健康；3）随着室内喂

养的宠物增多，宠物主需要选用更多更优质的宠物护理产品保持生存环境舒适。 

从宠物护理市场行业结构来看，宠物护理市场主要包括宠物食品和宠物用品两

部分，其中宠物食品市场占比更大。2018 年日本宠物护理市场规模达 5741 亿

日元，宠物食品约占 7 成，狗粮和猫粮约占宠物食品的 95%左右。企业层面尤

妮佳和玛氏日本分别为日本猫粮和狗粮市占率最高的企业，对应市场份额均为

15%。近年来日本宠物食品中高端宠物食品及低价产品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尽管当前日本总体的宠物数量停滞不前，但受饲主偏好影响，日本宠物猫的数

量占比仍稳中略增，高端宠物猫粮在宠物食品市场中仍显示出较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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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用品结构改善，日本宠物市场依然坚挺 

日本是亚洲的宠物饲养和消费大国，养宠人士尤其喜爱饲养猫和狗，二者约占日本宠物

数量的 1/3。2017 年宠物猫和狗的数量达到 1922 万只，较 2008 年的峰值 2399 万只下

滑约 20%。其中宠物狗的数量下滑相对明显；2016 年日本宠物猫数量首次超过宠物狗。 

日本宠物市场发展已相当成熟。虽然近十年来养宠量有所下滑，但随着宠物用品结构改

善，宠物市场仍然维持稳定增长。根据矢野经济研究所数据，2017 年日本宠物市场规

模已突破 1.5 万亿日元，2011~2018 年预计年均复合增速为 1.27%。我们判断日本宠物

市场规模仍保持缓慢增长依赖于饲主对宠物的投资金额增加，宠物用品结构不断改善

（如宠物主人使用高附加值宠物食品及其他护理产品的比率增加）。 

图 1：预计 2017 年起日本宠物行业规模超过 1.5 万亿日元  图 2：日本养宠人士中饲养狗和猫的占比较高（2015 年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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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矢野经济研究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fk，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猫和狗约占日本宠物数量的 1/3  图 4：按宠物分类：宠物用品市场中狗及猫约占一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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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宠物用品制造商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宠物人性化及老龄化趋势明显 

由于日本人口密度较高，公寓是最常见的住所，因此体型小且适宜室内饲养的动物占比

较高。近年来猫和小型犬更受日本饲主欢迎。而随着新增养宠数量的下滑以及宠物寿命

延长，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宠物老龄化的现象。高龄宠物的增加将直接推动高端宠物用品

及食品需求的增长，同时由于宠物在养宠主人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扮演着孩子和伴侣的

角色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宠物主人的消费意愿随之增强，宠物人性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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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饲养的猫及小型犬占比较高 

随着室内饲养宠物的增多，猫及小型犬在日本更受饲主欢迎。东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

高的地区之一。而公寓是日本最常见的住所，公寓几乎是 100%室内饲养，因而体型小

且适宜室内饲养的动物占比较高。日本宠物食品协会调查显示，2014 年日本有 80%的

宠物狗和 85%的宠物猫都饲养在室内。另一方面，宠物主以老年人及单身人士居多，大

型犬需要较多的户外散步时间而室内饲养的猫及小型犬更加方便照料，因此近年来日本

宠物犬数量下降而宠物猫的数量在逐步增加。 

另一方面，宠物猫和小型犬的花费相对较低，这也是影响饲主偏好的重要原因。日本宠

物猫和狗的平均寿命可达到 15 岁左右。在同样饲养 15 年的情况下，狗的花费约为 121

万日元（约 6.98 万元），猫的开销稍微低一些，约为 81 万日元（4.67 万元）。横向比较，

大型犬食量较小型犬更高，其开销也要高于小型犬。因此，宠物主更愿意选择饲养成本

相对较低的宠物猫和小型犬。 

图 5：日本宠物犬里面小型犬占比不断提升  图 6：日本宠物食品协会调查宠物主的饲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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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7：宠物狗需要陪伴外出散步（单位：%）  图 8：宠物猫主要饲养在室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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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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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独栋房子里宠物主平均每个月的宠物饲养费用（单位：日元）  图 10：公寓里宠物主平均每个月的宠物饲养费用（单位：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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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知诸学院，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知诸学院，长江证券研究所 

 

预计高龄宠物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新增养宠数量的下滑以及宠物寿命越来越长，日本社会高龄宠物占比将新一步提

升。根据日本宠物食品协会调查，2017 年日本宠物狗平均寿命可达 14.19 岁，宠物猫

的平均寿命可达 15.33 岁。日本宠物老龄化源于宠物医疗条件好，宠物主喂养方式科学，

室内饲养的宠物在增加疫苗接种，获得更好的兽医护理、更高质量的宠物食品后不易生

病且更长寿。宠物老龄化趋势明显，支撑高端宠物消费品的需求增强。老龄宠物的增加

将直接推动高端宠物用品及食品的增长。对于高龄宠物，宠物主希望通过补充营养来维

持宠物的健康，包括关节健康、泌尿健康及肠道健康等，因而未来宠物对膳食补充剂等

食品的需求将有所提升。随着饲主愿意为宠物支付更多的费用，高端宠物用品的消费品

的也随之增强，宠物用品结构有所改善。 

图 11：日本宠物诊所数量及增长情况  图 12：日本兽医从业数量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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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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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17 年宠物犬平均寿命可达 14.19 岁  图 14：2017 年宠物猫平均寿命可达 15.3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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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5：日本宠物狗和猫的食品支出趋势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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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及少子化支撑日本宠物经济发展 

日本宠物经济温和增长折射了日本生育率低下，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加剧下社会陪伴需

求增加的现状。可从经济和情感两个角度来理解日本宠物经济发展的逻辑：从经济角度

来看，日本经济增长停滞，育儿成本昂贵，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抚养子女负担感较重，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宁愿选择饲养宠物。从情感因素的角度来看，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宠物满足了饲育者的陪伴需求，其地位由以前的伙伴逐渐演变成了家庭的一员，饲主对

宠物的消费意愿开始走强，这是支撑日本宠物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经济因素：经济增长停滞，育儿成本高于养宠成本 

持续 20 多年的经济低迷以及工资薪金增长停滞导致日本居民收入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相对较高。经济学人智库 2017 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显示，日本的东京和大阪的生

活成本均位居全球前十。居民在育儿相关的抚养、教育方面成本大幅增加，抚养子女负

担感较重。2012 年，教育费用占日本家庭收的比重接近 4 成。考虑到高昂的教育成本

及生活成本，普通家庭不得不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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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抚养子女的花费要高于养宠成本。一般而言，养一只宠物犬或者猫一年的

的花费大约在 20 万日元左右，假设一般宠物猫或狗的平均寿命在 15 岁左右，则养只宠

物的终身花费大概为 300 万日元。而在日本养大孩子的抚养费和教育费约 3000 万日元

左右。相较于结婚生子，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宁愿选择饲养宠物，养宠人群随之庞大起来。

2013 年起，日本宠物猫和狗的数量超过儿童。 

虽然近 20 年来日本经济衰退，但居民人均财富仍处于全球前列，人们有足够的能力为

宠物支付更高的费用。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 3000~8000

美元后，养宠家庭的比例将大幅提升。从 1983 年起，日本人均 GDP 一直保持在 2 万

美元以上。日本家庭支出调查显示，1993 年日本家庭的宠物相关支出仅为 1 万多日元，

2003 年这一数据突破 1.5 万日元，2005 年之后更是保持了 5 年的连续增长，2009 年

比 2010 年增长 4.8%，明显高于其 GDP 的增长。对于宠物主而言，他们有足够的能力

购买宠物相关商品。 

图 16：近 20 年来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图 17：近 20 年来日本雇员薪资增长基本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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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1：2017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显示日本东京及大阪生活成本位居全球前十 

国家 城市 WCOL指数（纽约=100） 排名 排名变化（较2016年） 

新加坡 新加坡 120 1 0 

中国 香港 114 2 0 

瑞士 苏黎世 113 3 -1 

日本 东京 110 4 7 

日本 大阪 109 5 9 

韩国 首尔 108 6 2 

瑞士 日内瓦 107 7 -3 

法国 巴黎 107 8 -2 

美国 纽约 100 9 -2 

丹麦 哥本哈根 100 10 -1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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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016 年起，日本宠物猫的数量超过宠物狗  图 19：2003 年起日本宠物猫和狗的数量已超过儿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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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日本宠物食品协会，Anicom，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20：日本人均 GDP 变化情况  图 21：日本国民调整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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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情感因素：少子化及老龄化社会，宠物满足饲育者的陪伴需求 

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愈益明显，宠物在饲主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扮演着孩子和伴侣

的角色以满足饲主的情感需求。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2015 年

日本男性中约有 23.4%终身未婚，日本女性中约有 14.1%终身未婚，独居家庭的增加及

低婚配率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自 2006 年起，日本人口出现负增长。2015 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 26.6%。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饲育者对宠物的陪

伴需求增加，宠物的地位也由以前的伙伴逐渐演变成了家庭的一员。饲主对宠物的消费

意愿开始走强，这是日本宠物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宠物消费市场的主体为结束育儿阶段的中老年以及单身家庭中的中年女性。日本家庭支

出调查显示，50~59 岁的人群在宠物方面的花费最多，达 2.9 万日元，约是 30 岁以下

人群的 4.7 倍。由此可见，结束育儿阶段的中老年是宠物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另一方

面，在单身家庭中，35 至 59 岁的女性在宠物方面支出最多，为 2.01 万日元。女性全

体的平均金额为 1.25 万日元，超出男性 3 倍多。1这表明，结束育儿阶段的中老年以及

单身家庭中的中年女性对宠物有着较强的陪伴需求且有能力支付宠物的各项开支。 

                                                      

1 蒋丰博客， https://0x9.me/pCq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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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日本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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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23：1970~2015 年日本男性终生未婚率逐步增加  图 24：1970~2015 年日本女性终生未婚率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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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25：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图 26：2006 年起，日本人口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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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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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人性化和老龄化下宠物护理行业温和增长 

随着宠物人性化趋势的发展，饲主对宠物护理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因而日本宠物护

理产业仍能保持温和增长。2004 年至今，日本宠物护理市场复合增速约为 1.06%。从

其结构来看，宠物护理市场主要包括宠物食品和宠物用品两部分，其中占比最大的为宠

物食品市场。2018 年日本宠物护理市场规模达 5741 万亿日元，宠物食品占比约 7 成。 

图 27：2004-2018 年，日本宠物护理市场复合增速约为 1.06%  图 28：日本宠物用品行业结构（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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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宠物人性化和老龄化趋势下宠物护理行业实现温和增长 

我们认为，宠物护理市场的温和增长主要来自于：1）宠物人性化趋势下，宠物主愿意

支付更多的费用来照顾被视作家庭成员的宠物。首先，宠物人性化趋势反映在高端宠物

食品的流行上。近年来，“美食概念”的宠物食品越来越流行，生产商甚至会精选扇贝

等作为原材料。另外，日本对宠物食品安全问题相当重视，并针对宠物食品设立专法，

即宠物食品安全法。一般进口自美国和欧洲的宠物食品及日本生产的宠物食品均视为优

质宠物食品，日本生产的宠物食品约占一半。其次，宠物主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在宠

物训练及美容保养上。 

2）宠物老龄化趋势下，宠物主希望通过补充营养来维持宠物的健康，因而老龄宠物对

对宠物膳食补充剂等各保健产品有一定的需求。另外，在犬猫的临床研究中，牙科疾病

是最常见的病痛之一。牙科疾病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会随着犬猫年龄增长而明显增加。

随着宠物数量的不断增加，牙科保健产品也逐渐引起了宠物主的关注。 

3）随着室内喂养的宠物增多，宠物主需要选用更多更优质的宠物护理产品保持环境舒

适。宠物产品中如猫砂、厕纸、尿布和厕所等厕所支持产品的需求随之增大，例如，室

内饲养的狗对厕纸的需求较大，厂家致力于开发具有高吸收率和除臭效果的功能性卫生

纸，以保持宠物和主人舒适的生活空间。另外，由于单身饲主或双职工饲主较多，宠物

自动喂食（水）器的需求也明显增长。类似的，支持宠物主生活方式的创新也将新宠物

产品开发的重点领域之一。预计未来其他护理产品将是宠物护理市场增长的重要发力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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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预计 2023 年日本狗粮市场将达到 1928 万亿日元  图 30：预计 2004-2023 年，日本狗粮市场复合增速约为-0.7%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1：预计 2023 年日本猫粮市场将达到 2097 万亿日元  图 32：预计 2004-2023 年，日本猫粮市场复合增速约为 2.3%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宠物食品：高端猫粮发展势头较好 

日本宠物食品市场规模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2015 年）。自 1993 ~2016 年年均

复合增速为 2.12%。2016 年日本宠物食品行业规模达到 2856 亿日元，约占当年日本宠

物市场规模的 19.4%。从产品分类上来看，猫粮和狗粮约占宠物食品销量的 95%左右。

近年来狗粮占比缓慢下滑，但猫粮则稳步增长。狗粮市场上，干粮约占销量的 70%及销

售额的 50%，玛氏日本以 15%的市占率居首位。猫粮市场则以干粮和湿粮为主，湿粮

多于干粮。猫粮市场上尤妮佳以 15%的市占率居于首位。 

表 2：宠物食品的分类 

类型 定义 

干粮 含水量10%左右，一般为膨化制品 

软膨化食品 水分含量一般在10~30%左右，膨化制品 

半湿型食品 含水量25~35% 

湿粮 含水量75%左右，一般用罐头装 

其他（零食） 除上述产品之外的饼干、咬胶、牛肉干、肉制品及骨头等 

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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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993~2016 年日本宠物食品行业年均增长约 2.12%  图 34：按国别：全球宠物食品市场份额（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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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fk，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5：按进出口分类：日本宠物食品结构  图 36：按用途分类：日本宠物食品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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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 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宠物食品协会，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7：猫粮在日本宠物食品市场的占比稳步增长  图 38：狗粮在日本宠物食品市场的占比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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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经济型及高端宠物食品两极分化 

从销售渠道上来看，近年来日本宠物食品市场上，高端宠物食品及经济型产品明显出现

两极分化。目前以经济型宠物食品为代表的大卖场及以高端优质宠物食品为代表的宠物

店销售占比居多。大型家居卖场由于有大量的宠物食品存货及其他宠物护理产品，经常

对中低端宠物食品实施低价竞争策略、以高性价比为卖点来吸引价格敏感度高的顾客。

而宠物店的特点是品类丰富且高端产品居多。饲主在购买宠物的宠物店里购买食品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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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护理产品，并向店员寻求专业指导意见，因而饲主对宠物店的粘性也相对较高。由于

生产商更倾向于生产利润空间更高的优质宠物食品，越来越多的饲主也更关注宠物食品

的品质及附加价值，因而高性价比的宠物食品及高端优质产品均有较好的销售表现。 

结合矢野经济研究所对宠物主的调查，价格及保健功能性是宠物主在选购宠物食品时首

要考虑的两大关键点。我们判断未来宠物店和家居卖场仍将是日本宠物食品的主要销售

渠道。随着宠物主对高端食品的关注度提升，宠物店的销售占比仍有望提升，但其他的

渠道例如便捷性的超市和便利店销售渠道仍将存在。另外，智能手机的高普及率也会推

动网购宠物食品的占比提升。 

图 39：宠物店及商超等渠道销售的宠物食品占比超过一半  图 40：日本饲主网购宠物食品的占比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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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41：宠物主购买宠物主食考虑的主要要素  图 42：宠物主购买宠物零食考虑的主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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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矢野经济研究所，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矢野经济研究所，长江证券研究所 

高端猫粮市场显示出较好的发展潜力 

受益于宠物猫数量的增长，猫粮市场显示出相对较好的发展前景。尽管当前日本总体的

宠物数量停滞不前，但受饲主偏好影响，日本宠物猫的占比仍稳中略有增长，猫粮在宠

物食品市场的份额也持续小幅增长。另一方面，宠物人性化趋势为高端食品打开了市场。

许多宠物主将宠物视作家庭成员，因而愿意为他们的宠物支付额外的费用。宠物人性化

趋势盛行反应在高端食品的流行上，宠物食品也越来越人性化，其生产标准甚至接近或

达到人类食品的要求。在日本宠物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许多生产厂家都转向开发高

附加值，针对不用年龄段、不同品种、不同性别和健康状况的宠物开发差异化的优质食

品以维持自身增长，高端猫粮市场发展势头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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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日本猫在全部宠物中的占比稳中略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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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44：Nippon 在宠物食品引入人类平衡膳食的理念  图 45：Nippon 设计宠物食品中的健康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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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IPPON 官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NIPPON 官网，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3：日本市场 TOP10 猫粮品牌中有 5 个高端品牌 

排名 品牌 市场份额 市占率变化情况 品牌定位 

1 Gin No Spoon 10.0% 上升 高端猫粮 

2 Kal Kan 6.7% 上升 中等价位 

3 Mon Petit 5.8% 下降 高端猫粮 

4 Neko Geni 4.8% 下降 中等价位 

5 Ciao 4.8% 上升 中等价位 

6 Hill's science Diet 4.6% 下降 高端猫粮 

7 Sheba 4.4% 上升 高端猫粮 

8 Purina Friskies 3.5% 下降 中等价位 

9 Canet 3.4% 下降 中等价位 

10 Purina ONE 3.3% 下降 高端猫粮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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