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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维持）  
外资持续提升品牌力，本土企业多维度破局 

 

 事项：近期我们参加“2019 中国宠业领袖峰会”，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行业发

展的脉动。会议参会者包括各细分子行业龙头及热门创业公司，涵盖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宠物医疗、电商、品牌营销等领域。 

 行业现状：我国宠物行业规模快速增长，格局由外资主导，国产差异化发展。

2018 年宠物行业市场规模 1708 亿元，五年复合增长率 24.1%，养宠人数及人

均年消费金额均稳步增长。从零售价值看，宠物食品行业公司份额以外资为主

导，品牌份额亦以外资中高端品牌为主导，国产公司则靠主打性价比产品及细

分领域获取份额；分品类看，外资优势在主粮领域较为突出，在零食领域尚不

明显，因此国产品牌多以零食为切入点，寻求差异化发展。  

 行业新风向：消费群体年轻化、新渠道带来增量，品牌力是长期关键。行业

目前仍处于“剩饭到宠物粮”的转换阶段，并在所有价格段同时进行升级，消

费者的诉求集中在营养、适口、性价比等基本需求上；另一方面，养宠人群的

年轻化带动新兴渠道崛起，为行业贡献增量。向前看，行业仍需要大量消费者

教育以规范养宠行为；在此过程中，国产品牌有望通过性价比实现份额提升；

但长期看，提升品牌力及迎合新一代消费者需求仍是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企业动态：外资龙头持续提升品牌力，本土企业多关注渠道、营销。我们发

现，外资龙头品牌矩阵及产品体系发展较为成熟，遥遥领先，发展战略聚焦品

牌力及产品力提升；而国内企业关注点集中在渠道、营销等方面。这源于目前

国产企业在消费者认知及渠道铺设上尚未成熟，因此关注如何更快地抢占市场

以提升规模，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但宠物食品行业技术壁垒不高，长期

看优质的品牌力和产品力才是护城河，因此我们相对看好具备一定规模基础，

且率先往品牌端及全产业链方向发力的龙头公司。 

 本土龙头战略分化：中宠加速国内布局，佩蒂深耕全球化。1）中宠股份：公

司在国内进行全渠道建设，如参股美联众合宠物医院，2018 年还与苏宁易购、

天猫平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在苏宁天猫平台分别实现 5 亿，17.5

亿的销量。2）佩蒂股份：公司将一方面利用海外的产能（越南，新西兰，柬

埔寨）获得更多海外机会，同时完全开放海外生产基地，为同行提供全品类的

食品制造；此外，公司于 2018 年 7 月收购新西兰公司，还联合渤海华美创立

10 亿产业并购基金，进行全产业链延伸。 

 风险提示：行业增速不及预期，食品安全问题，汇率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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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宠物行业规模快速发展，外资主导，国产差异化 

（一）行业规模：五年复合增速 24.1%  

我国宠物行业五年复合增速 24.1%。根据《2018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2018 年宠物行业市场规模 1708 亿元，五年复

合增长率为 24.1%，其中宠物食品/宠物医疗规模分别为 594/393 亿元，占比 34.8%/23.0%。宠物食品行业以宠物主食

消费为主，宠物零食及保健品消费占比逐年提升。 

养宠人数快速增长，种类以猫狗为主。2018 年，我国养宠（含水族）人数约为 7355 万人，同比+24.4%。养宠种类

中猫狗占主流，水族、小宠占比提升，2018 年养狗、养猫人数占养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46.7%、30.7%。 

人均年消费金额稳步增长。2018 年人均单只宠物年消费为 5016 元，同比+15%。分类型来看，1）宠物食品稳中有升：

宠物主粮/宠物零食人均单只年消费金额为 4167 元/2105 元，同比+8%/+8.9%，宠物食品种类不断增加，但竞争也在

加剧；2）宠物用品增幅较大，消费升级明显：2018 年人均单只年消费金额为 1774 元，同比+73%；3）宠物医疗药

品年均消费下降：或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宠物健康水平提升及医疗领域竞争加剧，2018 年人均消费为 2090 元，

同比-12%；4）宠物美容洗澡消费下降较为明显：2018 年人均消费为 1422 元，同比-19%；5）宠物寄养微增长：从

505 元增长至 526.9 元，主要由于供给端满足率较低。 

 

图表 1  国内宠物行业市场规模近年来保持高增长  图表 2  宠物食品以主食为主，零食及保健品占比提升 

   

资料来源：狗民网《2018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狗民网《2018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创证券 

（二）竞争格局：外资企业主导，国产企业差异化 

宠物食品份额集中在外资，国产品牌主打差异化。我国宠物食品行业集中度较低，公司数量众多，但份额均较小。

因为行业存在大量制造代工公司，零售端价值无法准确反应行业整体竞争情况，我们仅从零售价值角度观察内外资

企业竞争态势，1）公司份额以外资为主导：我国宠物食品公司 CR15 约为 69.1%，前十五家公司中外资占比 58.9%，

其中龙头玛氏公司份额约 30.7%，为第一大公司；排名靠前的本土企业主打性价比产品；2）品牌份额中外资中高端

占主流：前十五个品牌中，除了比瑞吉，伯纳天纯，耐威客，顽皮，华兴等，其他均为外资品牌，前五名中的外资

品牌皇家、宝路及伟嘉定位中高端，而本土品牌比瑞吉、伯纳天纯均主打天然粮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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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国内宠物食品品牌份额（按零售价值）  图表 4  国内宠物食品公司份额（按零售价值）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华创证券 

主粮领域外资优势较大，国产品牌从零食端突围。从电商平台销售份额角度看，宠物主粮份额第一为外资品牌皇家，

占比 4.4%，排名靠前的国产品牌包括主打性价比的疯狂小狗、耐威克等，以及提供差异化产品的比瑞吉、伯纳天纯

等。而宠物零食份额第一为本土品牌麦富迪，且前十五名品牌除宝路外均为国产品牌。我们认为这反映出 1）外资

公司在主粮领域深耕多年，多品牌覆盖，优势较难撼动，因此本土公司寻求产品端及渠道端的差异化发展，包括切

入性价比定位，细分品类，充分利用电商渠道等；2）零食领域由于产品非标且人工成本较高，目前外资公司尚未形

成较大优势，因此本土公司试图以零食为切入点突围。 

 

图表 5  2017 年狗主粮阿里系平台销售份额  图表 6  2017 年狗零食阿里系平台销售份额 

 

 

 

资料来源：驰锐传媒，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驰锐传媒，华创证券 

 

二、行业新变化：由“剩饭向宠物粮”升级，新渠道带来增量，品牌力是长期关键  

在会议中我们观察到，行业目前仍处于“剩饭到宠物粮”的转换阶段，并在所有价格段同时进行升级，消费者的诉求

集中在营养、适口、性价比等基本需求上；另一方面，养宠人群的年轻化带动新兴渠道崛起，为行业贡献增量。向

前看，行业仍需要大量消费者教育以规范养宠行为；在此过程中，国产品牌有望通过性价比实现份额提升；但长期

看，提升品牌力及迎合新一代消费者需求仍是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宠物粮使用比例持续提升，所有价格带同时升级。与主流认知不同的地方在于，行业大范围处于从“不吃粮到吃粮”

的升级阶段，在所有价格带同时进行升级转换，宠物粮使用比例（即卡路里转化率）是宠物食品行业规模发展的重

要指标，目前我国宠物行业卡路里转化率仅 20%+，而美国约为 9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也决定了目前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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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以制造商为主，品牌商仍然较少。卡路里转换率提高的关键点在：1）完善行业规范，科学喂养，2）健

全食品安全标准，3）我国具备大数据优势了解消费者需求，推动转换率。 

养宠人群年轻化，新渠道带来巨大增量。80 后到 95 后占养宠人群的 70%以上，有很好的购买力和增长潜力，同时

也有较大的影响力、传导力及反哺品牌的能力。目前行业主流渠道包括线下渠道、电商分销、电商直营模式等，随

着消费群体的年轻化，天猫、京东、小红书、网易考拉、网红 KOL 等线上渠道也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增量。向前看，

探索如何更加贴近新一代消费者仍是行业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图表 7  宠物行业现有渠道分别具有优劣势，行业需探索如何更加贴近新一代消费者 

 
资料来源：2019年 1月 9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营养、适口、性价比为目前诉求，长期品牌力是关键。1）目前我国大部分消费者对宠物食品的主要诉求以满足营养

需求，适口性、性价比高为主，对品牌及口碑有要求的占比较少，因此本土品牌有望在现阶段通过性价比实现份额

提升；2）长期看，消费者信任和习惯是影响本土品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忠诚度仍是本

土品牌的主要任务。 

图表 8  购买主粮主要考虑营养需求及适口性  图表 9  购买零食主要考虑营养需求及适口性 

   

资料来源：狗民网《2018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狗民网《2018 年宠物行业白皮书》，华创证券 

三、从企业动态看行业风向：外资龙头持续提升品牌力，本土企业关注渠道及营销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宠物食品公司的现状与战略，综合来看，目前外资龙头品牌矩阵及产品体系发

展较为成熟，遥遥领先本土公司，发展战略聚焦品牌力及产品力提升；国内企业蓬勃发展，呈现多维度开花，在性

价比、品类、营销等方面各有亮点，关注点集中在渠道、营销方面。这源于目前国产企业在消费者认知及渠道铺设

上尚未成熟，因此关注如何更快地接触消费者以提升规模，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但宠物食品行业技术壁垒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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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长期看优质的品牌力和产品力是宠物食品公司的护城河，因此我们相对看好具备一定规模基础，且率先往品牌

端及全产业链方向发力的龙头公司，建议积极关注中宠股份、佩蒂股份。 

（一）外资企业：龙头品牌矩阵完善，新入企业需加深消费者了解 

1、玛氏宠物：行业领先者，多品牌共赢 

玛氏为宠物行业领先者。玛氏成立于 1911 年，营业额 350 亿美金，业务着力于人类食品（巧克力，糖果，健康等），

宠物食品，生命科学，饮料，粮食等，宠物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块业务。玛氏宠物护理总部位于比利时，旗下有 50 个

品牌， 10 个玛氏全球 10 亿美金品牌中有五个品牌来自宠物业务，包括宝路，伟嘉，皇家，宠物医院（VCA，BF）。

旗下宠物业务单元完善，包括：1）推动卡路里转换，教育消费者吃科学粮食；2）专业处方粮领域，皇家等；3）服

务领域，宠物医院；4）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1989 年玛氏把宝路和伟嘉引进了中国，并于 1995 年在北京怀柔建

立了国内第一家宠物食品工厂，在中国玛氏宠物走过了近 30 年的时间，获得了政府、行业与消费者的认可。 

实行多品牌发展战略，提升品牌影响力。向前看，玛氏宠物将持续发力：1）推动卡路里转换：中国宠物卡路里转化

率为 22%，空间还非常大；2）制定食品安全标准：与政府、行业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与食品安全研究合作伙伴开

展食品安全创新研究；3）致力于多品牌发展：实行全线覆盖策略，拥有大众、高端和超高端定位产品，在大众定位

的产品上做快速卡路里转换，高端定位的产品做科学喂养教育，超高端定位的产品做情感化，以满足不同消费者需

求；4）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玛氏宠物护理学院进行消费者教育、开展公益活动等。 

图表 10  玛氏宠物全球四块业务单元  图表 11  玛氏宠物营养业务在中国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图表 12  玛氏宠物中国品牌  图表 13  玛氏宠物中国多品牌策略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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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爵集团：新进入中国市场面临挑战 

孟爵集团是意大利最大宠物食品制造商。产品销往 90 多个国家，拥有 55 年经验的湿粮工厂，孟爵于 2017 年 12 月

签订协议进入中国市场。其优势在于完整的产品线及品牌矩阵。在全球的表现上，2018 年孟爵的消费额增长了 19%，

出口额保持 30%的增长，在意大利本土市场增长 16.9%。 

外资品牌新进入中国市场面临挑战。新进入者在中国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需要加强对当地消费者的深入了解，

目前孟爵的产品理念主推单一蛋白产品，与目前国内消费者认知度较高的全面均衡营养产品有所区别。 

图表 14  孟爵集团优势在于全面的产品及品牌矩阵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二）本土企业：主要关注渠道、营销，看好龙头品牌化布局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宠物食品公司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向品牌化发力的制造商：具备一定规模，探索效率提升，向品牌化、全产业链发展，如中宠，佩蒂，乖宝等； 

 追求规模的代工商或渠道商：品牌认知度较低，以传统代工模式或渠道经营为主，如天地荟、福贝、华元等； 

 新兴网红品牌商：差异化定位切入新品类，或利用新兴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如魔力猫盒、疯狂小狗等。 

1、中宠股份：发力国内渠道、自主品牌及产业链布局 

国内宠物零食龙头。中宠成立于 1998 年，2017 年 8 月在中小板上市，全球化布局拥有 11 座现代化工厂（国内 9 间，

美国 1 家于 2015 年 3 月投产，加拿大 1 家于 2018 年 5 月投产，新西兰一家全资收购），拥有 11 大类，1000 余个

产品品种，是国内宠物食品行业产品品类最全，产品线最长的公司，顽皮是其核心品牌。公司产品出口五大洲 50 多

个发达国家，国内覆盖 32 个省级行政区域。2018 年是中宠最新五年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进一步加快产业生

态链布局，2022 年目标营业收入突破 60 亿元。 

探索国内市场全渠道与新零售。1）渠道上，中宠股份强强联合进行全渠道建设，比如参股美联众合宠物医院（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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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系-中国宠物医疗第一体系），2018 年还与苏宁易购、天猫平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在苏宁天猫平台

分别实现 5 亿，17.5 亿的销量。2）新零售方面，中宠股份打造了“极宠家”项目，开启零售+服务+休闲多业态结合

的新探索；结合苏宁大数据，打造一对一专属育宠专家。未来 5 年，中宠股份将加快产业生态链布局以及全球产业

化战略布局。3）服务至上，与苏宁小店合作开展社区服务，打造线上平台宠粮无忧险，宠物门店融入苏宁消费场景，

与线上平台优势物流体系联合深入供应链整合。 

受益于国内市场开拓及人民币贬值，公司预计 2018 年收入实现高速增长。根据公司业绩快报，2018 年公司预计实

现收入 14.31 亿元，同比+40.90%，归母净利润 0.61 亿元，同比-16.94%，4Q18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 0.19 亿元，同比

+34.27%。我们认为中宠股份为国内宠物食品行业龙头，且率先发力国内市场，在产品、品牌及渠道上具备比较优势，

目前在国内市场开拓上初现成效，预计未来公司将通过进一步完善多品牌体系，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抢占国内市场份

额。 

图表 15  中宠股份品牌矩阵  图表 16  中宠股份五年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图表 17  中宠股份发力国内市场，收入持续提升  图表 18  中宠利润规模、增速及毛利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华创证券  注：（18 年数据为公司业绩快

报披露值）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华创证券  注：（18 年数据为公司业绩快

报披露值） 

2、佩蒂股份：深耕全球化布局 

宠物咬胶龙头，产品、渠道双轮驱动，深耕全球化布局。佩蒂是国内宠物咬胶龙头，会议上，佩蒂表示公司启动双

轮驱动战略，1）产品端：用全球好产品不断推动中国宠物健康标准升级，比如佩蒂的代表性产品—洁齿产品，第四

代、第五代技术已经得到更大规模应用，产品品质大幅提升，2）渠道端：继续深耕全球化布局，中美贸易战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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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公司将一方面利用海外的产能（越南，新西兰，柬埔寨）获得更多海外机会，同时完全开放海外生产基地，

为同行提供全品类的食品制造；佩蒂 2018 年 7 月收购新西兰公司，还联合渤海华美创立 10 亿产业并购基金，进行

全产业链延伸。 

产能增长叠加产品结构升级，公司预计 2018 年业绩高速增长。根据公司业绩预告，2018 年公司归母净利预计同比

+31.13%~59.23%，主要源于公司产能持续提升，且下游需求旺盛，产能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公司咬胶产品不断升

级，毛利率不断提升。我们看好公司强大的研发能力及国际化布局的思路，此外，公司也开始着手开拓国内市场，

加强国内产品及渠道的布局，预计未来有望继续分享国内行业成长红利。 

图表 19  佩蒂的科学养宠产品  图表 20  佩蒂的全球化布局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图表 21  佩蒂股份收入持续提升  图表 22  佩蒂股份利润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华创证券 

3、乖宝集团：探索新制造、新模式 

新制造、新模式旨在提效。1）新制造上，乖宝创建了智能工厂，通过优化供应链打造高效供应链平台，用链条反向

模式走高质低价路线；2）新模式上，乖宝尝试个性化定制模式，旨在通过搜集消费者数据反哺渠道；目前定制客户

定位为有特殊需要，亚健康，生病的宠物，后续希望跟医院合作，绑定医师，生成处方粮，护理粮。最终希望个性

化定制带动乖宝从 B2C 到 C2M 的转型，企业定位从“宠物食品制造商”到“宠物科学饮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定制化模式尚需检验。通过对定制化模式探索，乖宝发现该商业模式对消费者来说满足个性化需要，获得部分认可；

对企业来说通过积累数据，提高企业市场感知能力。但是目前推广起来有一定难度，主要源于消费者对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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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度尚未提升。因此还需思考如何获得消费者信任，走高质低价路线还是高价值路线，与谁合作才能创造更多

价值（医院/零售商/互联网企业？）。 

图表 23  乖宝新制造设计理念  图表 24  乖宝定制化商业模式的数据流程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4、华元宠物：宠物 B2C 电商, 受益于线上渠道快速增长 

华元是一家宠物电商平台，同时也生产部分自主产品。得益于宠物行业线上渠道的高速增长，2018 年双十一华元销

售额突破 7600 万元。华元将其增长归因于团队力、产品力、用户力和输送力。1）团队力：首创类目管理模式，会

更关注与市场和产品；采用扁平快的双向采销模式，建立以利润为导向的考核机制；2）产品力：体现在选品模式和

供应链体系，注重自有品牌建设，先后创立 HOOPET、酷奇思品牌，拥有快速反应的生产供应链和多重品质控制。3）

用户力：则体现在精细化 CRM 管理、社群管理和用户体验上。4）输送力表现在专业信息化系统和现代化流水线上。 

图表 25  华元历年销售额  图表 26  华元生产规模及能力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2019 年 1 月 9 日宠物行业领袖峰会（北京）,华创证券 

5、新兴网红品牌：利用线上渠道快速爆发，探索线上线下融合 

新兴品牌借助品类、模式、渠道及营销创新迅速占领年轻人市场。其中 

 魔力猫盒主营宠物用品订阅电商，每月向消费者投递含猫粮和零食、玩具、生活用品的盒子。核心逻辑在于通

过创新营销模式降低获客成本，获得好的用户留存，具体包括设计好看的产品（有机会让客户网络传播），买

网红（签约 120 个网红 KOL，长期保证较低的获客成本），与品牌限量联名（借助大平台和其他品牌的流量），

增值服务让用户产生更高的复购（线下活动，线上课程等，长期获得更低的获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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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小狗定位性价比，聚焦电商渠道。疯狂小狗从电商起家，目前开始探索新零售，2018 年疯狂小狗在徐州成

立了集宠物食品、用品、美容、寄养为一体的一站式宠物店。公司认为从线上到线下的转变并不容易，还需加

强成本管控、效率提升及用户体验。 

 小佩主营智能宠物用品，探索线下门店。目前小佩在上海拥有 100 家直营宠物店，其核心逻辑在于：1）创新带

来高溢价；2）智慧化和自动化提升效率；3）数据带动分析、驱动和决策 

 PIDAN 主营宠物用品，线上线下结合。PIDAN 是互联网品牌，以网红“雪屋”猫砂盆切入宠物用品市场，主

打差异化、有质感的宠物用品。2018 年 12 月在上海开了一家线下店，预计 2019 年将再开 6～8 家店，公司目

标走向国际化，把产品销往全球市场。 

 

图表 27  新兴品牌利用创新品类及营销切入年轻消费群体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华创证券 

综上，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宠物食品企业关注渠道、营销等方面更甚于产品及品牌打造。我们认为，这是行业发展的

必然阶段，但宠物食品行业并无技术壁垒，长期看优质的品牌力和产品力是宠物食品公司的护城河，相对看好具备

一定规模基础，且率先往品牌端及全产业链方向发力的龙头公司，建议重点关注中宠股份，佩蒂股份。 

 

四、风险提示 

 国内行业增速不及预期 

 汇率波动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国内市场开拓风险 

 食品安全问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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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团队介绍 

组长、高级分析师：方振 

CFA，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3 年食品饮料研究经验，曾就职于中信证券、安信证券，2018 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 

分析师：张燕 

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2 年食品饮料研究经验，2018 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杨传忻 

帝国理工学院硕士，2018 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 

研究所所长、首席分析师：董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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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机构销售通讯录 

  
地区  姓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企业邮箱 

北京机构销售部 

张昱洁 北京机构销售总监 010-66500809 zhangyujie@hcy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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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露 华东区域销售总监 021-20572588 shilu@hcy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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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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