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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和执行回顾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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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次研究的范围包括宠物交易、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宠物服务，宠物类型包括犬猫、水族类和异宠类。

2、TGI 指数：TGI（Target Group Index）指数即“目标群体指数”，通过TGI计算，可以反映目标群体在特定研究范

围(如地理区域、人口统计领域、媒体受众、产品消费者)内的强势或弱势。

计算方法：TGI指数= [目标群体中具有某一特征的群体所占比例/总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所占比例]*标准数100。加粗

加下划线数字为TGI大于105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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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宠物消费热点：随着精细化养宠趋势的深入，宠物消费类目日渐丰富。天然粮、有
机粮受青睐；宠物零食也为宠物主提供了更多选择；用品方面安全性和设计便捷受
关注，智能和追求颜值成趋势。

行业趋势展望：时间成本、喂食成本、居住空间和城市化进程共同助推猫经济崛起；
国货品质的提升和养宠理性化趋势将促进宠物市场国货潮的进一步广泛化；与高线
线城市相比，下沉市场养宠比例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潜力值得期待，养宠下沉
将成为宠物行业扩张的新增量；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宠物线上医疗模式将成为
线下医疗的重要补充；宠物服务需求多样化，服务形式和内容不断细化和创新；随
着数字信息化发展，全渠道运营模式将成为品牌商和渠道商未来规模发展扩大的战
略通道。

行业规模与增长：我国宠物行业目前进入了有序增长的稳定成熟期，2020年市场规
模接近3000亿元，受政策、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驱动，以及疫情带来的更多潜在
养宠人群及情感消费，未来三年宠物行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复合增速预计
14.2%，到2023年行业规模将达到4456亿元。

宠物主描摹：新时代已婚家庭进阶养宠主流人群，他们为宠物赋予情感角色，通过
养宠让生活更快乐，追求健康、快乐养宠，同时显现出智能养宠趋势。疫情催生下，
有更多新晋猫主，他们更年轻，养宠更加精细化。

宠物特征：宠物类型以犬猫为主，更多一线城市居民和90后因为身份和个性原因养
水族或异宠，多类养宠成趋势。

SMS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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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行业范畴
包括宠物交易和围绕宠物消费的商品和服务
宠物行业是指一切围绕着“宠物”而产生的产业链，涉及到宠物的繁殖与宠物交易，以及围绕宠物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包

括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和宠物服务。目前，我国宠物行业逐渐发展出覆盖宠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全产业链。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专门为宠物、小动物提供的食

品，介于人类食品与传统畜禽

饲料之间的高档动物食品，包

括主粮、零食等。

直接为宠物购买或制造，供宠

物使用的相关产品，包括：宠

物日用、洗护美容用品、宠物

玩具、宠物服装、外出用品等。

主要包括宠物疫苗、宠物诊疗、

宠物保健等。

宠物服务指围绕宠物进行、满足特定需求的活动，主要包括宠物寄养、宠物美容、宠物培训、宠物出行、宠

物婚丧、宠物摄影等。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宠物

交易

宠物服务

主体主要是宠物养殖商，专注于宠物繁殖、养殖，

其宠物主要售卖给宠物交易商，本次白皮书研究

不涉及宠物繁殖。

宠物繁殖

主要由宠物交易商将宠物售卖给宠物主。

宠物交易
宠物行业范畴及定义

宠物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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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行业规模（亿元） 增长率（%）

宠物行业市场规模
2020年行业规模接近3000亿元，未来三年仍会保持稳定增长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提升和养宠人群不断扩大，宠物消费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类型不断丰富，国内宠物行业规模快速扩张。

2020年我国城镇宠物市场规模接近三千亿元，2015-2020年6年间复合増速达到32.8%。随着宠物家庭渗透率和行业成熟度

的持续提升，宠物行业依然会保持稳步增长。艾瑞预测，未来三年我国宠物行业复合增速在14.2%，到2023年规模将达到

4456亿元。

注释：1、数据统计口径为城镇宠物行业规模，不含农村市场；

2、行业规模的统计范围包括宠物交易、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和宠物服务，宠物类型不仅包括犬猫，还包括水族、异宠。
来源：艾瑞咨询统计模型核算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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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行业产业结构
宠物食品是消费的核心，医疗、用品及各类型服务日渐增长
宠物食品类目是宠物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随着人们对喂养商品粮的认知提升，市场对宠物食品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其

次是宠物医疗，主要为依托宠物医院和个体诊所的诊疗服务；宠物用品的细分品类较多，其中智能设备的成交量快速增长；

宠物服务的形式日渐丰富，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和养宠理念、宠物角色的转变，宠物服务行业将稳步增长。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及网络资料整理及绘制。

宠物食品

40%

宠物医疗

20%

水族异宠

13%

宠物服务

12%

宠物用品

10%

宠物交易

10%

宠物服务包括洗护美容、宠物寄养、

宠物训练等，商业形态以线下宠物店为主，

服务内容呈现拟人化趋势。

宠物食品是最大的细分市场，刚需、

高频，使食品类目成为宠物行业最重要的

竞争市场。

宠物用品主要包括清洁护理、宠物窝

笼、食具水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等。

清洁护理类复购高，市场需求最大；食具

水具等呈智能化趋势，受到年轻人群喜爱。

宠物医疗包括疫苗、体检、诊疗等服

务，其中疫苗为刚需，消费频次最高，但

市场规模相比较少；宠物医疗市场还是以

宠物诊疗为主。

宠物交易受产品非标准化和不可控的

特点影响，渠道集中度差，现主要交易渠

道在线下，线上综合电商平台和宠物交易

APP也已具一定规模

水族小宠 水族市场以鱼缸/水族箱、

饲料和相关配置为主。小宠包括鸟类、爬

行类、两栖类、 啮齿类等个性化的宠物。

宠物行业产业结构



8©2021.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宠物行业发展历程
我国宠物行业从野蛮生长期进入了有序增长的稳定成熟期
我国宠物行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花鸟市场年代，伴随着宠物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日益丰富、人口结构的变化、宠物角色和

养宠理念的转变、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宠物行业交易模式和服务模式的改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宠物行业经历了启

蒙期、孕育期、快速发展期，目前进入了有序增长的稳定成熟期。

• 1992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

会成立，标志着国内宠物行业

的形成

• 1993年，玛氏进入中国，随

后雀巢、皇家等国外品牌相继

进入国内

• 国内首批宠物店、宠物用品零

售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

现

• 1995年前后，大量“海归”

将西方宠物理念带入中国

• 养宠数量迅速增长，市场开启

• 国内开始出现宠物产品生产制

造的规模化工厂，一些国内知

名企业涌现

• 家庭对宠物观念开始转变，向

“家人”、“孩子”等情感陪

伴角色转变

• 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宠物需要吃

宠物粮食

• 伴随互联网大潮，第一批线上

宠物服务平台出现

• 宠物医院开始发展

• 宠物数量激增过亿，小众宠物

开始兴起

•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空巢家庭、

丁克家庭增多，更多陪伴需求

• 互联网和电商快速发展，宠物

行业井喷式增长，京东等互联

网零售渠道宠物业务迎来爆发

• 消费者正式认可商品粮，宠物

消费升级，向精细化养宠转变

• 国内品牌异军突起，主打性价

比

• 随着城镇化发展，宠物市场向

低线城市渗透

• 疫情作为新常态可能长期伴随

人类，刺激了人们养宠的心理

• 宠物数量保持稳定增长，宠物

家庭饲养率逐步提升

• 行业逐渐发展出覆盖宠物全生

命周期服务的产业链

• 线上线下全渠道模式逐渐完善，

市场走向成熟

• 宠物食品个性化、丰富化，宠

物用品向智能化、物联化发展

• 国内企业崛起

• 医疗和服务逐渐完善，向区域

连锁直营发展

启蒙期 孕育期 快速发展期 稳定成熟期

宠物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及网络资料整理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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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行业发展驱动因素（PEST分析）
政策规范、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及技术进步共同助推行业
发展
国家规范性文件和养宠相关政策/条例的陆续推出，推动宠物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随着居民收入的提升，居民消费观念升级，

重视对生活品质及对情感消费的投入将推进宠物行业消费向多样化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空巢老人和空巢青年人群的增

加，越来越多的人将陪伴的渴望寄托于宠物。同时，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的爆发，驱动了“云吸宠”的

发展，为宠物行业带来更多的市场规模和潜在消费者。

P E

S T

农业农村部20号公告的出台，严格对内宠

物食品企业监管，规范国内企业健康有序发

展；提高对外准入门槛，进口趋严利好国产。

从一刀切禁养到优化管理再到保障宠物安全：

1980卫生部下发的禁养通知，到近年来各

地相继推出养犬管理规定/条例，规范养犬

登记。

政策驱动（P） 经济驱动（E）
收入提升促进养宠大众化，消费升级驱

动行业发展多元化。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20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4.4万元，同比增长3.5%。

“4000美刀是门槛，居民在此后养宠的

比例增加，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

万，之后宠物增长速度加快”-宠物行业

独立咨询人

人口结构驱动（S）
孤独人口与丁克群体增加，情感因素驱使养

宠需求快速释放。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达13.5%，社会已步入老龄化。同

时，自2014年以来，我国结婚率连年下降，

而离婚率不断提高，人口出生率连续四年下

降，2020年我国新生儿出生率仅为8.5‰，

属于严重“少子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宠

物陪伴，缓解孤独。

技术驱动（T）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短

视频等社交媒体对网民时间的占据加

上疫情助推，驱动现象级萌宠KOL出

现，“云吸宠”为宠物行业增长提供

新动力。网民和宠物主群体庞大，萌

宠类KOL引领吸宠大潮，萌宠话题备受

关注，萌宠成为新的内容营销点。

宠物行业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及网络资料整理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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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行业产业链图谱
产业链逐步完善，上下游集中度低，中游竞争相对激烈

上游缺乏规模效应，集中度低，市场参与者众多

上游

中游食品／用品企业竞争激烈，宠物医院向连锁化发展

中游 宠物用品部分品牌宠物食品部分品牌 宠物医疗部分品牌

下游服务种类多样化，缺乏头部品牌，市场碎片化

下游

花鸟市场

犬猫舍

宠物门店
部分品牌

线上
部分
品牌

宠物连锁店部分品牌 寄养

摄影

培训

殡葬

个人店铺为主，
缺乏品牌

宠物交易

托运

…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及网络资料整理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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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宠物行业影响的双面性 疫情对养宠行为态度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宠物消费加速向线上转移
受疫情影响，对宠物陪伴时间增加驱动整体宠物消费增长，
宠物主对宠物健康关注度提升
疫情加速了在线“云吸宠”人群的扩张，为行业培养了更多新的潜在消费者。同时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下实体店客流减少，

但消费者的升级趋势和消费意愿还在，更多的消费者转移到线上，电商平台销售快速增长。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访谈结果整理绘制。 注释：疫情发生以来，养宠消费方面您的态度和行为有发生哪些转变？N= 3412。
来源：2021年3月艾瑞online调研。

• 疫情导致宠物主与宠物情感加深，增加了更多的

情感消费和补偿消费；

• 疫情让更多的人在线“云吸宠”，一定程度地激

发了更多人的养宠心理，培养了新的潜在消费者；

• 宠物消费向线上转移，电商平台销售快速增长；

• 食品和医疗作为刚需，需求受疫情影响有限

• 疫情对线下实体店影响比较大，到店消费减少；

• 厂商/代理商出货受影响，从分销、物流、配送、

人员接触、海关清关等方面制约产品的销售；

• 展会和比赛减少或审批繁琐，新品牌、新产品曝

光机会受冲击。

正向

负向

健康
51%

品质
43%

国货
25%

线上
20%

更加关注商品品质会更注重养宠卫生健康

更喜欢购买国货品牌 更倾向线上购买宠物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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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类型以犬猫为主，类型多样化
犬系占比达七成，猫系占比过半，多类饲养成趋势

70%

56%

16%

9% 9% 9%
6%

4%

狗狗 猫咪 水族类 鸟类 爬行类 兔子 啮齿类 两栖类

水族类占比16%，为非犬猫宠物中的头号选择，异宠中鸟类、爬行类和兔子类均占到9%，啮齿类和两栖类相对更稀有，

占比分别为6%和4%。

注释：1、S8.您家的宠物类型是？ N= 3412。2、人均养宠类型：平均每个人养几类宠物。
来源：2021年3月艾瑞online调研。

2021年宠物类型结构

人均养宠类型1.8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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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咪、水族、异宠更多分布在高线城市
宠物狗下沉明显，对比宠物猫咪，有更多宠物狗分布在三线
以下城市

注释：S8.您家的宠物类型是？N=3412；一线N=956，新一线N=966，二线N=610，三线N=544，四五线N=336。
来源：2021年3月艾瑞online定量调研。

2021年不同城市级别各类型宠物占比

28% 28% 32% 33% 37%
31% 32%

38% 39%

28% 27%
28% 22%

22%
26% 25%

26%
18%

18% 19%
17%

20%
20%

17% 18%
15%

19%

16% 16%
17%

14%
12% 18% 14%

16%
12%

10% 10% 6% 11% 9% 8% 11%
5%

12%

Total 狗狗 猫咪 水族类 爬行类 鸟类 兔子 啮齿类 两栖类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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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主要来自线下购买和亲友熟人送养
随着线上宠物交易的规范化，线上宠物交易将愈加成熟
随着经济发展和线上交易便捷性的因素驱动，有越来越多人尝试从线上购买宠物，部分商家也推出了更能够保障买家权益

的系列服务，诸如：线上买线下提、提供过渡期保障、审核入驻商户、血统证书等。异宠类由于小众化、不常见，在线上

购买的比例相对较高。水族类受更多保存和运输条件限制，线下购买比例最高。

注释：A6.请问您的宠物来源是？狗狗N= 2397；猫咪N=1902；水族N=547；啮齿类N=214；鸟类N=324；爬宠N=318；兔子N=291；两栖类N=124。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宠物获取来源

猫咪 狗狗 兔子 水族类 鸟类 爬行类 两栖类 啮齿类

线下购买 43% 45% 49% 71% 56% 48% 45% 51%

亲友熟人送养 42% 40% 35% 23% 27% 27% 35% 24%

线上购买 19% 13% 29% 27% 32% 36% 39% 35%

爱心救助机构领养 9% 7% 13%

捡拾流浪动物 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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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2%

3%

4%

6%

8%

13%

17%

古代牧羊犬

苏格兰牧羊犬

阿拉斯加雪橇犬

德国牧羊犬

边境牧羊犬

秋田犬

拉布拉多猎犬

萨摩耶犬

金毛寻回犬

哈士奇犬

1%

2%

2%

6%

7%

7%

18%

2%

6%

7%

约克夏梗犬

蝴蝶犬

迷你雪纳瑞

比熊犬

吉娃娃

博美犬

贵宾犬/泰迪犬

松狮犬

中华田园犬

柴犬

宠物画像：狗狗
狗狗独宠比例更高，大型犬为主，小型犬中贵宾/泰迪受欢迎
养狗家庭户均狗狗1.2只，“独生狗狗”占比88%，平均年龄2.7岁，雄性比例高，不绝育比例高达26%。

大型犬仍是主流，以哈士奇和金毛为主，同时，受到大型犬饲养条例和居住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小型犬成为了爱狗人士的

选择，其中贵宾犬/泰迪犬饲养比例超过了哈士奇犬。

注释： 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2.请问您现在养的狗狗多大了？请问您的狗狗的绝育情况是？A3-2.请问您养的狗狗种类是？狗狗N= 2397。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狗狗的基础属性

大型犬

56%

中型犬

19%

小型犬

38%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不绝育率 雄性占比

1.2 2.7 26% 68%

狗狗渗透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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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画像：猫咪
猫咪平均年龄比狗狗小，品种上中华田园猫数量夺冠
中华田园猫因其体质好、遗传病少、颜值高而备受国人喜爱，其中橘猫和白猫的饲养比例更高。猫咪不绝育率15%，低于

狗狗，猫咪受到更多饲养关爱。

注释：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1.请问您现在养的猫咪多大了？请问您的猫咪的绝育情况是？ A3-1.请问您养的猫咪种类是？猫咪N=1902。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猫咪的基础属性

3%

4%

6%

7%

9%

11%

14%

18%

山东狮子猫

玳瑁猫（黑橘）

三花猫（黑白橘）

奶牛猫（黑白）

黑猫

狸花猫

白猫

橘猫（全橘+半橘）

中华田园猫

62%

加菲猫

美国短毛猫

布偶猫

暹罗猫

苏格兰折耳猫

金吉拉 2%

3%

4%

6%

7%

9%

5%

6%

7%

11%

金吉拉

苏格兰折耳猫

暹罗猫

布偶猫

美国短毛猫

加菲猫

金渐层

银渐层

英短蓝白

英短蓝猫

英短 25%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不绝育率 雄性占比

1.3 2.2 15% 64%

猫咪渗透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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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2% 21%

14%
12% 12%

9% 9% 9% 8% 8% 7% 7% 7% 6% 6% 5% 4%

宠物画像：水族
水族类适合多条饲养，金鱼数量居首位
水族类品种丰富，一般为多条饲养，性别较难分辨，超一半宠物主不太清楚自己饲养的水族类宠物的性别。

注释：此处水族类均指人工繁殖场繁育的动物。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2.请问您现在养的水族多大了？请问您养的水族种类是？水族N=547。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水族类的基础属性

金鱼 孔雀鱼 锦鲤 小丑鱼 鹦鹉鱼
七彩神
仙鱼

红箭鱼 罗汉鱼
霓虹灯
鱼

神仙鱼 龙鱼 黑玛丽 虎皮鱼 金蝶鱼 地图鱼
泰国斗
鱼

水母
炮弹
鱼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性别不清占比

3.0 1.7 55%

水族渗透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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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画像：爬宠
爬宠以龟类为主，平均年龄较高，达3岁

注释：此处爬宠类均指人工繁殖场繁育的动物。 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4.请问您现在养的爬宠多大了？ A3.请问您养的爬宠种类是？爬宠
N=318。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爬宠的基础属性

66%

38%

14% 14%

龟类 蜥蜴类 节肢类 蛇类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雄性占比

1.8 3.0 42%

爬行渗透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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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7%

14% 13% 13%

11% 11% 11% 10%
9%

8% 7% 7% 7%

宠物画像：兔子
雌雄分布均匀，不绝育的比例较高
荷兰兔系列比较招怜爱，占比top5的其中三位（荷兰兔、荷兰侏儒兔和荷兰垂耳兔）。

注释：此处兔子类均指人工繁殖场繁育的动物。 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2.请问您现在养的兔子多大了？A3.请问您养的兔子种类是？兔子N=291。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兔子的基础属性

荷兰兔
迷你
垂耳兔

荷兰
侏儒兔

斑点兔
荷兰
垂耳兔

安哥拉兔
美国长毛
垂耳兔

公主兔 波兰兔
巨型
花明兔

泽西
长毛兔

海棠兔
/熊猫兔

狮子兔
德国
垂耳兔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不绝育率 雄性占比

1.6 1.6 29% 50%

兔子渗透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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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画像：啮齿类
以仓鼠为主，龙猫和豚鼠比较少
平均年龄1.6岁；雄性和雌性比例相差不大

注释：此处啮齿类均指人工繁殖场繁育的动物。 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2.请问您现在养的啮齿类宠物多大了？A3.请问您养的啮齿类种类是？啮
齿类N=214。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啮齿类的基础属性

78% 23% 17%

仓鼠 龙猫 豚鼠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雄性占比

1.7 1.6 51%

啮齿渗透率
6%



22©2021.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宠物画像：两栖类
蛙类占比达八成，蝾螈和甲壳类较少
蛙类中以雨蛙和蝴蝶蛙受欢迎程度较高；蝾螈中最受欢迎的是六角龙，甲壳类里比较受欢迎的是螃蟹类。

注释：此处两栖类均指人工繁殖场繁育的动物。 A1.请问您养的宠物数量是？A2.请问您养的宠物性别是？A4-2.请问您现在养的两栖类多大了？A3.请问您养的两栖类种类是？两栖类
N=124。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两栖类的基础属性

平均数量（只） 平均年龄（岁） 雄性占比

1.8 1.3 47%

28%
26% 25%

21%

16%
18%

15%
13%

10%

雨
蛙

蝴
蝶
蛙

小
丑
蛙

牛
奶
蛙

非
洲
牛
蛙

六
角
龙

虎
皮
蝾
螈

螃
蟹
类

螺
类

宠物蛙80% 宠物蝾螈27% 甲壳类19%

两栖渗透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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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已婚家庭进阶养宠主流人群
泛85后宠物主占比达74%

女性养宠比例更高，宠物主中本科率超过七成，家庭月收入在1.5w以上的宠物主比例达72%。

注释：S3.请问您年龄是？S4.请问您的性别是？P109.请问您的学历是？P112.请问您的家庭收入是？P107请问您的婚姻状态是？P108.请问您的孩子年龄是？N=3412，N孩子=2083。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95后, 

14%

90后, 

33%85后, 

27%

80后, 

14%

75后, 

6%

75前, 

6%

年龄分布

男, 

39%

女, 

61%

性别分布
高中及以下, 3%

大学专科,

15%

大学本科, 74%

研究生, 8%

学历分布
8K元以下,

5%
8K-1.5W元, 

23%

1.5-2.5W元, 

40%

2.5-4W元, 

19%

4W元以上,

13%

家庭收入分布

2021年宠物主人口统计学背景分布

15% 12% 12%

61%

单身 恋爱中 已婚无孩 已婚有孩

婚姻状态分布

1%

22%

36%

27%

8% 6%

怀孕中 0-3岁 4-6岁 7-12岁 13岁-18岁 18岁以上

孩子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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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宠物主线上化程度高

对比京东消费的宠物主与定量调研得到的全渠道消费的宠物主，线上消费宠物主在36岁以上，尤其是46岁以上的比例高，

京东消费的宠物主更成熟，本科及以上占比接近八成，中高及高收入比例超八成，从性别看，男女分布均衡。

来源：京东大数据

典型电商平台宠物主与整体宠物主特征无差异

18%

44%

23%
11%

4%

0%

20%

40%

60%

80%

16-25岁 26-35岁 36-45岁 46-55岁 56岁以上

年龄分布

51% 49%

0%

20%

40%

60%

80%

男 女

性别分布

2%

20%

67%

10%

0%

20%

40%

60%

80%

初中 高中水平 本科 研究生

学历分布

5%

76%

17%

1%
0%

20%

40%

60%

80%

高收入 中高收入 一般收入 中低收入

购买力分布

2020年线上京东消费宠物主画像

95后 90后+85后 80后+75后 ----75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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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8%

9%

11%

23%

36%

38%

10%

14%

23%

37%

37%

53%

被宠物碰瓷了

宠物太可爱了

养宠是功能性目标

社交原因

家人朋友喜欢

培养爱心、责任感

打发闲暇时间

养名贵宠物能够提升我的身份

养宠能够彰显我的个性

养宠让我体验被别人需要的感受

养宠让我不再感到孤独

养宠是我重要的解压方式

养宠物能够增添生活的情趣

养宠出于情感和功能的复合动机
宠物更多的被赋予情感角色，陪伴主人，增添情趣
九成宠物主均出于增添情趣、解压、缓解孤独等情感动机养宠物，繁重的工作不断挤压现代人的生活，宠物能给人们带来

更多的快乐，帮助现代人排解压力和孤独感。宠物角色多以具有陪伴功能的朋友、家人为主，有两成宠物主把宠物视作孩

子，通过类似亲子的抚育关系培养爱心。

注释：B71.您之所以养宠物是以因为？N=3412。
来源：2021年3月艾瑞online定量调研。

注释：B66.请问您的宠物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N=3412。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宠物主养宠动机
平均动机数量3.4个

情感动机=94%

功能动机=80%

兴趣动机=43%

2021年宠物角色

朋友：33%1

只是宠物：29%2

孩子：22%3

家人：22%4

室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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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49%

44%

32%

18% 17% 17% 16%

8%

健康养宠 快乐养宠 卫生养宠 陪伴养宠 科学养宠 育儿养宠 佛系养宠 智能养宠 省钱养宠 品质养宠

养宠理念-健康、快乐、卫生位居top3

近两成宠物主开始借力新科技“智能养宠”

注释：B70.请问您的养宠理念是？N=3412。
来源：2021年3月艾瑞online定量调研。

2021年养宠理念

正是出于情感和陪伴性的动机，宠物主养宠追求健康、快乐、陪伴，同时受到2020年疫情影响，宠物主会更加重视健康和

卫生养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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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主画像：猫主VS狗主
猫咪宠物主更年轻、更多女性、更多分布于一线城市
猫咪软萌的形象激发了人的抚育本能，女性更加偏好养猫，90后和95后养猫的比例高于养狗的比例。相比较养狗来说，养

猫更加省心、省事、省空间，对于工作忙碌又懒宅的当代年轻人来说，猫咪是理想的宠物。

注释：S3.请问您年龄是？S4.请问您的性别是？P107.请问您的婚姻状态是？S5.请问您的居住的城市是？猫咪N=1902，狗狗N=2397。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猫咪VS狗狗宠物主性别/婚姻分布

猫 狗

男 36% 41%

女 64% 59%

猫 狗

未婚 28% 23%

已婚无孩 11% 11%

已婚有孩 61% 65%

15% 13%

35% 33%

28% 28%

12% 14%
9% 13%

猫咪 狗狗

80前

80后

85后

90后

95后

2021年猫咪VS狗狗宠物主年龄分布

性别：女性多养猫

婚姻：未婚多养猫

年龄：90后养猫居多

城市：高线养猫居多

32% 28%

28% 27%

17% 19%

17% 16%
6% 10%

猫 狗

四线&五线

三线

二线

新一线

一线

猫咪主更多
90后&95后

猫咪一线
占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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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消费宠物主画像：猫主VS.狗主
猫狗主的消费也表现出线上化趋势，特征与整体无明显差异
线上消费的猫咪主人和狗狗主人呈现出女性更多、学历高和购买力强的特征；分年龄段看，猫咪主35岁以下比例更高，这

部分85后的猫咪主占到69%，高于狗狗主人和整体线上消费宠物主，而狗狗主人在46-55岁年龄段的占比突出，线上消费

的猫咪主人对比狗狗主人也表现出了更年轻的特征。

来源：京东大数据。

狗狗宠物主猫咪宠物主

属性 占比 TGI

女 56% 115

16-25岁 24% 124

研究生 12% 119

中高收入 83% 108

属性 占比 TGI

女 55% 111

46-55岁 12% 107

研究生 12% 122

中高收入 82% 108

2020年线上消费宠物主画像：猫主VS.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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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主画像：水族主&异宠主
水族异宠成为个性和身份的象征，一线城市饲养比例高
男性比较偏好饲养水族、鸟类、爬宠和两栖类，啮齿类宠物主偏年轻，水族异宠受一线宠物主偏爱，而鸟类更受到三线

城市宠物主的喜欢。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90后、00 后等年轻群体逐渐成为主流养宠人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宠物主为追求标新立异而选择饲养不常见的宠物。

注释：S3.请问您年龄是？S4.请问您的性别是？P107.请问您的婚姻状态是？S5.请问您的居住的城市是？ .您觉得养宠物能够满足您以下哪些需求？水族N=547；啮齿类N=214；鸟
类N=324；爬宠N=318；兔子N=291，两栖类N=124。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水族&异宠宠物主画像

鸟类

啮齿类 爬宠类

兔子

属性 占比 TGI

31-35岁 33% 119 

男 48% 123 

三线城市 18% 114 

属性 占比 TGI

31-35岁 34% 125 
男 49% 125 

一线城市 37% 132 

属性 占比 TGI

21-24岁 13% 129 

31-35岁 34% 123 

一线城市 38% 135 

属性 占比 TGI

31-35岁 35% 129 
46-50岁 4% 110 
一线城市 32% 115 

水族

属性 占比 TGI

36-40岁 18% 127 
男 50% 129 

一线城市 33% 119 

两栖类

属性 占比 TGI

31-35岁 34% 144 

男 49% 122 

一线城市 37% 138 

动机 占比 TGI

提升身份 11% 107 

彰显个性 14% 105

动机 占比 TGI

提升身份 14% 132 

彰显个性 19% 136

动机 占比 TGI

提升身份 16% 161 

彰显个性 20% 147

动机 占比 TGI

提升身份 11% 109 

彰显个性 16% 117

动机 占比 TGI

提升身份 12% 120 

彰显个性 19% 139

动机 占比 TGI

提升身份 20% 197 

彰显个性 2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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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消费宠物主画像：水族主&异宠主

水族、鸟类和爬宠能给主人带来闲适祥和的体验，备受中年男士喜爱，他们也喜欢去线上购买相关宠物用品。水族主人和

鸟类主人在36-55岁年龄段占比突出，水族和鸟类是“中年大叔”修身养性的优选，还有一部分75后和80后偏爱饲养爬宠。

兔子和鼠类宠物，受到青年和中年人群的喜爱，75后、80后和95后人群都相对较高。

来源：京东大数据。

水
族
主
人

中年男士偏爱线上购买水族和异宠类用品，鼠兔用品还受青
年青睐

属性 占比 TGI

男 79% 155

36-45岁 37% 158

46-55岁 14% 124

中高收入 79% 104

属性 占比 TGI

男 69% 136

36-45岁 37% 159

46-55岁 13% 119

属性 占比 TGI

男 72% 142

36-45岁 35% 153

中高收入 79% 104

属性 占比 TGI

男 56% 111

16-25岁 28% 119

36-45岁 31% 136

鸟
类
主
人

爬
宠
主
人

鼠
类
主
人

属性 占比 TGI

男 52% 102

16-25岁 22% 119

36-45岁 30% 127

一般收入 20% 113

兔
子
主
人

2020年线上消费宠物主画像：水族主&异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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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范畴及发展洞察 1

宠物画像及品种结构分布 2

宠物主画像描摹和养宠动机 3

宠物消费需求挖掘与行为洞察 4

宠物行业热点分析及趋势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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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质量和商品价格是购买考虑首要因素

消费者购买宠物商品时考虑最多的是产品自身相关属性，排在前三的是产品质量、价格和安全性；接近六成的消费者会考

虑到爱宠需求，如爱宠的特殊性、年龄和体重；品牌因素占比靠后，表明宠物主对品牌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注释：C7.请问您在购买宠物相关的商品/服务时，主要考虑以下哪些因素？N=3412。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宠物消费理性化成趋势，宠主个人偏好占比七成

12%

20%

30%

40%

17%

17%

20%

21%

26%

34%

35%

37%

38%

54%

商品能提升我的身份

商品能够提升我的生活品质

商品是我喜欢的

商品是我需要的

商品图片

商品科技属性（智能）

商品外观

商品设计便捷程度

商品销量

商品评论

商品功能丰富性

商品安全性（用电）

商品价格

商品质量

21%

13%

18%

14%

18%

21%

33%

16%

17%

18%

23%

20%

28%

35%

物流速度

广告宣传

营销活动

进口品牌

国货品牌

售卖渠道（平台）丰富

售卖渠道可信任度

宠物微信群中推荐

实体店导购推荐

宠物博主推荐

朋友推荐

宠物体重

宠物年龄

宠物的特殊需要

产品因素

99%

口碑因素

54%

渠道因素

46%

品牌因素

28%

营销因素

28%

个人因素

71%

2021年消费者购买考虑因素

宠物因素

59%

物流因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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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75%

65%
59% 57% 57%

47%

38%

12%
6%

宠物主粮、零食和猫狗日用渗透率居前三
随着精细化养宠趋势的深入，宠物消费类目日渐丰富
京东数据显示：宠物类目销售额强劲增长，服务实现从0到1

注释：S10.最近3个月，您购买过以下哪些项目？N=3412。
来源： 1、2021年3月online调研。2、京东大数据。

2021年宠物行业主要细分类目购买渗透率

京东

销售额增速

20vs.19年

宠物主粮 宠物零食 猫狗日用 猫狗出行 宠物服务 猫狗玩具 洗美用品 医疗保健 水族用品 异宠用品

+45% +42% / / +2252% +51% +43% +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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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主粮

• 主粮功能需求多样化

• 天然粮、有机粮、进口高端粮受青睐

• 养宠理性化，要性价比也关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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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食品

主粮

约占75%

干粮

湿粮

零食

约占15%

咬胶

肉干

饼干

营养品

约占10%

补钙

维生素

蛋白质

主粮是行业最大的刚需品类，购买频繁
超八成用户一个季度购买主粮两次及以上
宠物食品包括主粮、零食和营养品，其中主粮是最大的刚需品类。宠物零食作为安抚宠物情绪、奖励宠物、宠物主与宠物

情感沟通的工具，受到宠物主喜欢，特别是迎合了猫主人的需求。营养品迎合了消费升级的需求，作为宠物食品的补充。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网络公开资源及专家深访结果整理及绘制。 注释： C4.请问以下商品您购买频次是？N=2840。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宠物食品分类

35%

46%

13%

2%
4%

一个月2-3次

一个季度2-3次

半年2-3次

半年一次及以下

不固定，想起来就买

2021年宠物主粮购买频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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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43%

21%

6%
3%

全部线上购买

大部分线上购买

二者各半

大部分线下购买

全部线下购买

主粮购买高度线上化，线上渗透达97%

线上宠物相关类目中主粮销售额占到五成，且高双位数增长
主粮的标品属性使其更适合线上购买，七成用户全部或大部分在线上购买宠物主粮，还有两成用户线上线下各半。

2020年，京东宠物类目中，宠物主粮销售额占到50%，销售额同比增长了45%，线上渠道对主粮的销售重要性毋庸置疑。

注释： C1.请问以下宠物相关的商品您从哪里购买？N=2840。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来源：京东大数据。

2021年宠物主粮购买渠道分布

主粮

占 50 %

2020年京东宠物主粮销售额占比及增速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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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粮购买首先考虑营养成分和天然健康

注释：N3.请问您在购买宠物主粮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N=3289。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16%

21%

26%

28%

34%

36%

43%

47%

原产地

脂肪含量

是否含防腐剂

价格

保质期

产品功效

天然健康

营养成分

2021年消费者购买主粮的考虑因素

17%

11%

15%

10%

15%

16%

26%

20%

24%

26%

42%

物流速度

广告宣传

营销活动

进口品牌

国产品牌

售卖渠道（平台）丰富

售卖渠道可信任度

宠物体重

宠物的特殊需要

宠物年龄

宠物适口性

产品因素

95%

宠物因素

70%

渠道因素

36%

品牌因素

23%

营销因素

23%

物流因素17%

宠物的适口性和产品功效也是重点考虑因素
产品因素中，价格的关注度达28%，除了营养成分、天然健康、产品功效，性价比也是消费者的考虑因素，对性价比的追

求进一步促进了宠物主粮的线上化购买趋势。七成消费者会考虑到爱宠需求，如宠物的适口性、根据宠物年龄和特殊需求

为宠物针对性选择主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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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粮、有机粮深受消费者喜爱
通用粮作为基础主粮排第三，主食罐头也受到青睐

注释：N1.请问您在购买宠物主粮时候，更加偏好以下哪种粮？N= 3289。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消费者购买主粮类型偏好

天然粮 有机粮 通用粮 主食罐头 鲜肉粮 冻干粮 处方粮
我自制猫/

狗粮
无谷粮 吃剩饭

44%

41%
39%

33%

28%

22% 21%
18% 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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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6.9%

6.1%

5.3%

4.8%

4.4%

3.9%

3.5%

3.4%

3.0%

皇家（ROYAL CANIN）

渴望（Orijen）

麦富迪（Myfoodie）

伯纳天纯（Pure&Natural）

Petcurean Go!

爱肯拿（ACANA）

冠能（PRO PLAN）

比瑞吉

伟嘉（whiskas）

宝路（Pedigree）

进口高端粮增速抢眼，国产品牌崛起
高端纯进口粮增长翻倍，3个国牌挤入前十
我国宠物食品市场竞争激烈，头部主要被国际品牌（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和外资纯进口品牌）占据。2020年京东宠物主粮

TOP10品牌份额57.8%，其中国际品牌占42.9%，国产品牌占3个席位；高端纯进口粮增长抢眼，渴望、GO、艾肯拿在京

东销售额增长1-2倍；麦富迪首创双拼粮，定位中低端，受到新晋宠物主的喜爱，京东销售额同比增长68.6%。

来源：京东大数据。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整理绘制。

外资在华企业： 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如玛
氏、雀巢，产品线分布广

国产品牌：主打中低端粮

外资纯进口品牌：在中国没有工厂，主打高端粮

2021年宠物食品品牌阵营分布情况

/

+169.2%

+68.6%

+45.0%

+152.8%

+214.0%

+51.8%

/

/

/

增长率

2020京东宠物主粮TOP10品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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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3%

42%

42%

38%

34%

29%

24%

18%

强化免疫

肠胃调理

补钙

护肤美毛

口腔护理

防过敏

去毛球

祛泪痕

绝育呵护

精细化养宠特征显现
宠主关注主粮多重功能，对品牌/产地的关注也进一步提升
功能需求多样化，关注强化免疫、肠胃调理、补钙和护肤美毛。

关注品质安全，在意产品的质量、是否正品、安全可信赖；关注品牌/产地，在意产品的牌子、是进口还是国产的原产地属

性；同时也关注性价比，产品是否划算、实惠，养宠理性化给了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和电商平台更多的机会。

注释：N2.请问您在购买宠物主粮时候，希望主粮具备以下哪些功效？N=3289。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来源：京东大数据。

2021年消费者购买主粮功能偏好

平均功能数量

4.7个

2021年宠物主粮评论关键词词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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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零食

• 养宠精细化促进零食高频购买和冲动消费

• 关注性价比和品质，营养成分和包装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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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8% 34% 33% 28%

43%
44%

42% 42%
44%

14% 12%
16% 18%

17%

1% 2% 2% 2%
3%

6% 5% 6% 5% 8%

一线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五线

一个月2-3次 一个季度2-3次 半年2-3次

半年一次及以下 不固定，想起来就买

精细化养宠促进了宠物零食的高频购买
下沉市场对宠物零食的购买频次与高线没有明显差异

注释：S5.请问您所居住的城市是？ C4.请问以下商品您购买频次是？宠物零食N=2566。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注释：S5.请问您所居住的城市是？ C4.请问以下商品您购买频次是？一线N= 751，新一
线N=760，二线N=451，三线N=385，四五线N=219。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35%

43%

14%

2%
6%

一个月2-3次

一个季度2-3次

半年2-3次

半年一次及以下

不固定，想起来就买

（vs. 主粮27%）

零食的购买频次高于主粮，一个月购买2-3次的比例有35%，高于主粮对应比例27%；零食购买的非计划性也比主粮高，

零食6%vs.主粮3%，更多冲动消费。

2021年宠物零食购买频次分布 2021年不同城市级别宠物零食购买频次



44©2021.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1.3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4%

42%

26%

6%
2%

全部线上购买

大部分线上购买

二者各半

大部分线下购买

全部线下购买

购买主要依托线上，关注性价比和品质
在意营养成分、包装规格适中，对品牌关注度弱于主粮

注释：C1.请问以下宠物相关的商品您从哪里购买？宠物零食N=2566。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来源：京东大数据。

营养成分配料方面肉肉的种类比较多，提及最高的是鸡肉，还有牛肉、鸭肉、鱼肉等；对零食更在意产品的包装规格，分

量是否适中；同时也比较关注产品的功效，如调理肠胃、针对挑食和磨牙等。

2021年宠物零食评论关键词词频分析2021年宠物零食购买渠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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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用品

• 关注点：智能，安全，便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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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用品：日用和洗美属于高频消费类
宠物玩具和宠物出行的购买频次相对较低

注释：C4.请问以下商品您购买频次是？猫狗日用N=2227，洗护用品N=1587，猫狗玩具N=1932，猫狗出行N=2027。
来源：1、2021年3月online调研。2、艾瑞咨询根据网络公开资源整理绘制。

宠物日用

包括宠物窝/垫、猫砂、猫狗厕所、食

具水具等用来提高宠物生活品质的产

品

宠物洗美

主要包括宠物浴液、滴耳露、护毛素、

美容用具等为宠物做清洁、减少宠物

疾病、保持毛色光泽的用品

宠物出行

主要包括宠物出行包/航空箱、牵引器、

宠物鞋服、其他外出装备等方便宠物

出行或美观、卫生作业的相关用品

宠物玩具

以球类、磨牙类、猫抓板、猫爬架等

为主，可以为宠物提供娱乐、消耗精

力、排泄情绪、增加与主人互动的玩

具

购买频次：2.7次/季 购买频次：2.4次/季

购买频次：2.2次/季购买频次：2.5次/季

2021年宠物用品分类与购买频次

因日常必须且消耗大，日用和洗护美容用品购买频次较高；宠物出行用品大部分属于耐用消费品，购买频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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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用品的购买渠道主要在线上
洗美用品受门店服务连带购买影响，线下购买比例相对较高

25% 24%
22%

18%

40% 40% 40%
37%

26% 25% 26%
27%

7% 8% 9%
14%

1% 2% 2% 3%

猫狗玩具 猫狗日用 猫狗出行 洗护美容用品

全部线下购买

大部分线下购买

二者各半

大部分线上购买

全部线上购买

注释： C1.请问以下宠物相关的商品您从哪里购买？猫狗日用N=2227，洗护用品N=1587，猫狗玩具N=1932，猫狗出行N=2027。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宠物用品主要类目购买渠道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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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38% 38% 36% 35%
26%

22% 20% 18% 17%

101

104

100

102

103

100

104

101

103

101

智能、安全、便捷和外观备受关注
产品设计的便捷性和外观好看评论度占比高
宠物用品在商品智能科技属性、商品安全性和商品设计便捷程度等方面对比总体宠物商品的消费者关注度更高。智能用品

迎合了宠物主精细化的养宠需求、缺乏时间陪伴宠物的情感补偿和对解放双手、省时省力的需求。窝笼、猫砂盆、饮水机

等用品需要安装方便、易清洗，评论关注度高；用品还是看脸颜值派，热评中更多提到用品的包装精美、外观好看、颜色

漂亮。

注释：C7.请问您在购买宠物相关的商品/服务时，主要考虑以下哪些因素？N=2995。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来源：京东大数据。

2021年宠物用品的购买考虑因素-产品方面 2021年宠物日用评论关键词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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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用品受青睐
宠物智能用品数量、销售和用户数量快速增长
京东数据显示，2020年宠物智能用品sku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销售额和用户数同比增长40%以上，跑赢宠物生活大盘总

体。在宠物智能用品中，猫狗日用销售额占到59%，销售额同比增速50%。

来源：京东大数据。

+ 47%+ 136% + 43%

SKU
数量 金额 用户数

京东宠物智能用品各主要指标增长率

（2020年vs.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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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异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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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39%

40%

41%

44%

45%

50%

51%

55%

57%

60%

温控器材

照明设备

造景装饰

滤材、配件

过滤器

水族药剂

增氧设备

水草用品

清洁工具

鱼缸

鱼粮

水族用品以鱼粮、鱼缸和清洁工具为主，
线上购买的比例更高
水族用品中消耗最多的鱼粮/饲料，鱼缸作为饲养水族的必需品，具有高单价低频次的购买特征。

注释：N4.请问您购买过以下哪些用品？水族用品N=547。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注释： C12. 最近3个月，您购买过以下哪些宠物相关的项目？ N4.请问您购买过以下哪
些用品？水族用品N=418。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水族用品购买渗透率 2021年水族用品购买渠道

14%

36%

29%

15%

7%

全部线上购买

大部分线上购买

二者各半

大部分线下购买

全部线下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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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宠用品的渗透率低于犬猫和水族
在四类异宠里，鼠类用品的渗透率相对更高，异宠用品线上
购买比例高于水族

注释：1、以上渗透率是指在各类宠物人群的用品渗透率。2、N85. 请问您购买过以下哪
些用品？鼠类N=214；鸟类N=324；爬宠N=318；兔子N=291。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注释：C12. 最近3个月，您购买过以下哪些宠物相关的项目？C72. 请问以下宠物相关的
项目您是从哪里购买的？异宠用品N=218。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2021年异宠用品购买渗透率 2021年异宠用品购买渠道

43% 37% 22% 23%

鼠类用品 兔子用品 鸟类用品 爬宠用品

16%

42%

29%

12%
全部线上购买

大部分线上购买

二者各半

大部分线下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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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范畴及发展洞察 1

宠物画像及品种结构分布 2

宠物主画像描摹和养宠动机 3

宠物消费需求挖掘与行为洞察 4

宠物行业热点分析及趋势展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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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时间成本、喂食成本、居住空间

和城市化进程共同助推猫经济，

猫咪数量快速增长，与猫咪有关

的消费也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

养猫精细化为猫经济发展提供广

阔空间。

猫经济崛起
02

国产品牌已经从中低端宠物粮、

宠物零食、宠物用品等低门槛品

类撕开了宠物行业的防线，并取

得一定地位，未来随着国货品质

提升、宠物主对国牌的开放态度、

养宠理性化以及下沉市场发展，

国产品牌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国货潮
03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低

线城市家庭养宠渗透率增长、宠

物主养宠意识提升，宠物相关类

目消费渗透进一步提升，低线城

市表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养宠下沉

05

随着宠物主收入提升和消费升
级，宠物主对于宠物服务的需
求不断增加，宠物服务的形式
和内容也在不断的细化和创新。
未来随着宠物主养宠精细化进
一步发展，会有更多拟人化的
宠物服务出现。

服务多样化

热点趋势展望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04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宠物医疗

将发展出更多的线上医疗模式作

为线下的补充。未来看好线上购

买、线下使用的预防医学类产品

和线上诊疗（远程问诊）。

医疗线上化

06

随着数字信息化发展和物联网

技术进步，线上线下全渠道运

营模式将是品牌商和渠道商未

来规模发展扩大的战略通道。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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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经济崛起，养猫精细化助推行业发展
时间成本、喂食成本、居住空间和城市化进程助推猫经济
猫咪数量增长更快，数量占比提升，更多新晋猫咪主人（23%vs新晋狗主16%）；

养猫精细化程度更高，猫咪主人为爱宠购买更丰富的商品，日用和玩具类目渗透率显著高于狗主人对相应类目；猫主为爱

宠挑选的食物也更精细和多样化，猫主人购买罐头和冻干粮的比例更高，而狗主人更多偏好购买通用粮。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及网络资料整理及绘制。 来源：猫主人N=1902，狗主人N=2397。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从时间成本看，养猫更省时省事，

随着中国宠物消费群体从70、

80后转到95后、00后，消费群

体懒、宅、忙，生活节奏快，养

犬做不到一天两遛，带来猫经济、

云吸猫的崛起

时间成本

受制于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和人

均住房面积，限制了养犬的能

力，尤其对房价高企的一二线

城市不适合养中大型犬

居住空间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各地

纷纷出台限制养犬政策，犬会

带来安全、犬吠、异味等问题，

受到市政市容管理部门约束，

而猫砂和定期使用驱虫剂能够

解决养猫带来的卫生问题

城市化进程

从喂食成本来看，猫的食量

是狗的1/3，尽管猫主更舍得

花钱，但从消费金额支出看，

养猫成本低于养犬

喂食成本

猫经济崛起驱动因素

专家
声音

数量
占比

40%18年

20年 45%

60%

55%
VS.

猫狗主要指标对比

新晋宠物主
（养宠时间不足1年） 23% 16%

猫狗日用

猫狗玩具

76% 

65%   

68%

61%

渗
透
率

主食罐头

冻干粮

37%

25%

33%

23%
主粮

偏好
通用粮 37% 40%

VS.

VS.

VS.

猫经济崛起 国货潮 养宠下沉 医疗线上化 服务多样化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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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热词对猫咪的关注度高于狗狗
“猫咪”信息数315万条，“狗狗”信息数176万条

注释：监测时间：2020年12月12日—2021年3月13日。
来源：全网舆情大数据。

2020年12月-2021年3月全网热词云图

猫经济崛起 国货潮 养宠下沉 医疗线上化 服务多样化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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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81%

56%

58%

42%

147%

30%

18%

21%

12%

17%

商品总体

干粮

零食

猫砂盆/狗厕所

猫砂

宠物

猫相关

狗相关

猫相关商品在主流电商的销售增速均快于狗

猫粮主要类目的客单价及增速也高于狗粮
2020年京东平台销售的猫相关商品、猫咪交易的销售额增速均快于狗狗，猫主人在干粮、主食罐头和零食类目上消费的客

单价高于狗主人的消费，增速也远高于狗狗对应商品客单价增速。

来源：京东大数据。 来源：京东大数据。

412 

151 

162 

402 

118 

114 

干粮

主食罐头

零食

猫相关

狗相关

2020年京东宠物食品主要类目客单价及增速2020年京东猫咪 vs. 狗狗相关商品销售额增速

+13%

+5%

+31%

+8%

+38%

+9%

增长率

猫经济崛起 国货潮 养宠下沉 医疗线上化 服务多样化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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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主在各宠物类目上对国产品牌持开
放态度，对国产品牌偏好度高于进口
宠物用品的细分类目上，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国产和只购买国产的比例高于主粮和零食类目，

宠物用品方面，国产品牌凭借高性价比、更懂中国宠物主需求等优势受到宠物主的喜爱。

消费者在购买水族和异宠用品时对品牌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低线城市对国产品牌偏好度更高，尤其在主粮、零食、猫狗出现和洗护美容用品等类目上。

9% 7% 5% 5% 6% 6% 7% 5% 5% 5%

42% 40%
35% 34% 33%

38% 36%
33% 32% 33%

29%
30%

33%
31% 32%

32% 30%
31% 29% 29%

13% 14%
15% 15% 15%

14% 16%
16%

14% 13%

7% 9% 12% 15% 15% 11% 11% 15%
20% 19%

宠物主粮 宠物零食 猫狗日用 猫狗玩具 猫狗出行 洗护美容用品 医疗保健 宠物服务 水族用品 异宠用品

我只购买进口品牌 国产进口我都会选 我更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 我只购买国产品牌 不关注品牌

注释：1、国产偏好计算包括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和只购买国产品牌的比例。2、N11.您在以下类目上的品牌偏好是？ N=3412。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四五线国产偏好
TGI

2021年消费者购买各类目宠物商品品牌偏好

118 111 104               100              108 107 103              100               103              100

猫经济崛起 国货潮 养宠下沉 医疗线上化 服务多样化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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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崛起，转化进口产品用户和国内中低端产品用户
“未来看好国内厂家，国内有厂家做的话会是机会，做出有性价

比、且质量有保证的产品会受欢迎，这种产品可以获得国内中低

端产品的消费者和用进口粮的消费者，转变吸收用户”-某头部宠

物食品企业高管

性价比和低线城市消费力给了国产机会

“考虑到价格带（定价），三四线城市没有办法接受购买40-50

元/公斤，更多是通用型粮食20元/公斤，机会给到国内的企业，

外部包围城市。” -某头部宠物食品企业高管

进口的有效期和供货稳定性给了国货发展的机会
“进口有物流、入关、时效，经过赤道影响品质，二次发酵了。

国产粮很新鲜，有时间便利性。”-某头部连锁宠物店高管

“进口有可能随时断货、贸易战导致供货不稳定。”--某头部宠物

食品企业高管

受益于养宠理性化，国产品牌蓄势待发
国牌通过线上快速向用户渗透，京东宠物国牌数超2500个
随着资本的进入和国外高质量品牌的涌入，激发了国内市场有序竞争，促进国产品牌茁壮成长。国货的高性价比、商品品

质能满足宠物主需求，会获得越来越多理性养宠人的选择，国人支持国货的心理也助力了国货的崛起。此外，市场下沉趋

势给国产品牌带来了更多增长空间。另外，进口品牌的有效期和供货的稳定性限制，也给了国产品牌更多的发展机会。

注释：N12.您购买国产品牌的原因有哪些？N=2875。
来源： 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来源：1、艾瑞咨询根据专家深访结果整理及绘制。2、京东国牌数量来自京东大数据。

专家声音

16%

17%

25%

30%

30%

31%

35%

36%

44%

54%

广告推广多

微博大V推荐

被身边的人安利

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差距缩小

商品研发能力提升

商品促销活动

商品售后服务完善

支持国货

商品品质就能满足我的需求

性价比较高

2021年消费者选择国货的原因

京东国牌 2500+ 1700+    1600+
（个） 食品+用品 主粮+零食 日用+玩具+出行

猫经济崛起 国货潮 养宠下沉 医疗线上化 服务多样化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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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宠人群下沉，成为行业增量新机会
低线城市家庭养宠渗透率和宠物类目消费渗透率均有上升空
间，消费潜力值得期待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低线消费者养宠意识进一步提升，三到五线的低线城市家庭养宠渗透率达12.3%，但与一线

新一线和二线为代表的高线城市尚存一定差距，随着养宠家庭渗透率进一步提升，更大基数的低线人群将加入养宠队伍。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访谈结果整理绘制。 注释：总体N= 3412，三四五线N=880。
来源：2021年3月艾瑞online调研。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推进，低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提升

• “下沉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高度相关，经济发展好

的城市为主，交通便利也是主导因素，物流要发货。”

• “下沉市场从东南沿海开始，华东经济繁荣，华南以深圳为代表.”

下沉市场消费者养宠意识提高、消费理念进步

• “互联网新媒体的普及使养宠的氛围全线受益，养宠人群和宠物

消费会向下渗透。”

• “年轻人回乡就业、人口回流，将一二线城市培养的消费理念带

回三四线城市，带动了下沉市场消费的发展”

消
费
者
层
面

下沉市场市场基数大，是商家必争之地

• “下线市场人口基数大，养宠数量增多，都会去做，不会放弃。”

• “二三四线城市，是大厂家正在布局的，一二线分销达到一定程

度，就要去做三四线。在一二线有基础量后再向三四线市场发展，

品牌在区域内有影响力了，推广成本会低。”

• 宠物店布局三四线：“房租成本低，对创业者和加盟者的资金压

力不大；有创业想法的选择宠物行业（门槛低）带动下沉市场。”

下沉市场发展驱动

低线城市 高线城市

（三到五线） （一线+新一线+二线）

宠物渗透率 12.3%           39.1%

宏
观
经
济
层
面

厂
家/

商
家
层
面

7%

6%

6%

6%

4%

3%

3%

1%

1%

0%

宠物零食

猫狗日用

宠物服务

猫狗玩具

宠物主粮

猫狗出行

洗护美容用品

异宠用品

水族用品

医疗保健

2021年养宠家庭渗透率对比

2021年宠物各类目渗透率差距
（总体-三到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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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医疗将成为线下宠物医疗的重要补充
线上购买/线下使用和远程问诊的发展前景看好
线上医疗服务整体渗透率尚低，体验最多的是线上购买线下使用的服务形式，主要以疫苗为主，未来预防医学可以做成线

上购买线下使用的标准化产品；线上诊疗（远程问诊）目前渗透率较低，但未来的使用意愿排在第二位，随着互联网医疗

的逐渐完善，线上诊疗作为线下的一个重要的引流方式，未来将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注释：N6.您体验过以下哪些宠物医疗线上服务？N8.您未来可能体验以下哪些宠物医疗
线上服务？ N=3412。
来源：2021年3月online调研。

35%

39%

40%

42%

46%

17%

20%

18%

16%

23%

宠物医疗微信群

线上预约

线上宠物诊疗社区互动

线上诊疗（远程问诊）

线上购买，线下使用

渗透率 未来意愿

2021年线上医疗服务渗透率和未来使用意愿

来源：艾瑞咨询专家深访结果整理。

“线上购买、线下消费，可以做成标准化产品的

一定是预防医学”-某头部连锁医疗企业高管

线上诊疗是一个引流的方式：“对宠物医

院来说医疗是传统的线下服务行业，要经过化验、出结果、

数据判读，去排除患病的可能性，纯线上的诊疗是伪命题，

线上诊疗是一个引流的方式，经过3-5轮的简单交流后将

客户导流到线下。”-某头部连锁医疗企业高管

专家声音

线上医疗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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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宠物承担了更多的情感角色，健

康养宠(50%)成为宠物主首要养

宠理念；

2. 疫情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宠物主对宠物健康极

为关注(51%)；

3. 宠物主粮喂养已经被普遍接受，

主粮品质和宠物健康息息相关，

主粮的天然健康(43%)成为宠物

主关切的重要因素；

4. 近六成宠物主有过带宠物就医的

经历，寻求医疗专业人士帮助是

宠物主们在有需求时会选择的一

个重要途径。

健康养宠已成
宠物主核心诉求

1. 线上用户存量巨大，线下客户难

以管理，触达渠道有限；建立电

子信息化系统统一运营两个渠道

的用户能尽可能多触达用户；

2. 线上化更方便快捷，能够节省用

户时间和精力，让有限的资源发

挥更大的作用；

3. 数字化转型已成宠物行业重要发

展趋势，不少门店已开始尝试私

域、小程序和直播的方式来提升

销量；

4. 用户对于线上医疗的尝试意愿较

高。

医疗线上化助力
宠物健康生活

京东与新瑞鹏
创新合作

京东在2020年与新瑞鹏达成战略合作，

探索多品类、多场景方式来满足消费

者多元需求。

全渠道营销

“920爱宠狂欢节”上，京东帮助新

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提升线上用户的声

量和人群圈层。

新瑞鹏门店配送范围内，京东宠物用

户可享受宠物商品的次日达、当日达、

1小时达。提升了用户生活体验。

新瑞鹏与京东开展的品牌日活动，助

力消费者运营、货品供给的同时，提

升了双方的品牌知名度。

线上宠物医疗为健康养宠保驾护航
提升宠物医疗全域数字化运营能力，迎合宠物主健康养宠需
求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2021年3月online调研数据和网络公开资源整理自主绘制。

京东超市物流加持

品牌营销

猫经济崛起 国货潮 养宠下沉 医疗线上化 服务多样化 全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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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宠物服务需求向多样化发展
宠物服务消费高频，形式和内容不断细化和创新
随着宠物主收入提升和消费升级，宠物主对于宠物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购买渗透率看，宠物服务购买渗透接近六成，

从购买频次看，每季度3.3次，月均1次+，紧随刚需的食品类目之后。

宠物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的细化和创新，除了常规的洗美之外，还出现了宠物训练、代遛、代养、高端宠物酒店、

宠物游乐园、宠物摄影、宠物殡葬等。未来随着宠物主养宠精细化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拟人化的宠物服务出现。

最近3个月，您购买过以下哪些项目？N=3412。每个类目的购买频次？
来源： 1、2021年3月online调研。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网络公开资源整理自主绘制。

83%

75%

65%

59%

57%

57%

47%

38%

12%

6%

宠物主粮

宠物零食

猫狗日用

猫狗出行

宠物服务

猫狗玩具

洗护美容用品

医疗保健

水族用品

异宠用品

2021年宠物行业主要细
分类目购买渗透率

4.1

4.1

3.3

2.8

2.7

2.6

2.5

2.4

2.2

宠物零食

宠物主粮

宠物服务

水族用品

猫狗日用

异宠用品

洗护美容用品

猫狗玩具

猫狗出行

2021年宠物行业主要细
分类目购买频次/季度

年轻宠物主消费前沿，青睐科学宠物训练

“工作忙”催生了宠物代遛、代养等宠物服

务形式，丰富了宠物服务的细分市场，上门

服务的兴起及相关平台的出现，也丰富了宠

物服务的消费场景

高端宠物消费促进高端宠物酒店、宠物游乐

园、宠物美容会所不断出现

宠物摄影、宠物殡葬等新型宠物服务，寄托、

慰藉宠物主情感，完善了宠物服务行业的生

态结构

宠物服务形式和内容不断细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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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商品销售全渠道模式是趋势所在
全渠道运营模式是品牌销售规模发展扩大的战略通道
宠物食品用品厂商/代理商理想的渠道模式是“线下做品牌，线上赢销量”。线上可以跨越地域障碍，让产品直面更多的消

费者，对于小品牌和一些进口代理品牌，电商为其提供了快速触达消费者的机会。

以提供宠物生活服务和医疗服务为主的宠物店和宠物医院也在摸索全渠道的发展方式，通过线下获客，开发自有小程序向

线上引流，再经过线上向会员推广宠物食品、用品和服务卡券等，线上的服务卡券、疫苗、在线问诊又需要通过进入线下

门店才能实现服务，再次由线上向线下引流。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专家访谈结果整理绘制。

建立品牌形象
线下是厂商和代理商品牌展示的窗口和基

础，建立品牌形象；

通过店主推荐、医生背书、繁育渠道新生

宠物的第一口粮等打入消费者心智，打开

销路吸引种子用户

收获流量、转化销量

线上流量大，触达率高

国产品牌和一些进口代理商选择从线上切

入，快速触达消费者

线下

提供服务/医疗，获客，向线上引流

通过实体店提供服务和诊疗，积累客户，

连带在门店销售宠物食品、用品

开发自由小程序，向线上引流，线上销售

宠物食品、用品和服务卡券

销售服务卡券，引流到线下实现服务

服务和医疗的实现依托于实体门店，通过

线上销售服务卡券、疫苗、在线问诊等形

式，引流到线下宠物店/医院实现服务和诊

疗

宠物店/

宠物医院

线上

宠物食品

/用品

厂商/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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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新经济产业研究解决方案

行业咨询

投资研究

市 场 进 入

竞 争 策 略

IPO行业顾问

募 投

商业尽职调查

投后战略咨询

为企业提供市场进入机会扫描，可行性分析及路径规划

为企业提供竞争策略制定，帮助企业构建长期竞争壁垒

为企业提供上市招股书编撰及相关工作流程中的行业顾问服务

为企业提供融资、上市中的募投报告撰写及咨询服务

为投资机构提供拟投标的所在行业的基本面研究、标的项目的机会收益风险等方面的深

度调查

为投资机构提供投后项目的跟踪评估，包括盈利能力、风险情况、行业竞对表现、未来

战略等方向。协助投资机构为投后项目公司的长期经营增长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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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咨询是中国新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洞察研究咨询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行业分析、数据洞察、市场研

究、战略咨询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认知水平、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自2002年成立至今，累计发布超过3000份行业研究报告，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研究覆盖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如今，艾瑞咨询一直致力于通过科技与数据手段，并结合外部数据、客户反馈数据、内部运营数据等全域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提升客户的商业决策效率。并通过系统的数字产业、产业数据化研究及全面的供应商选择，帮助客户制定数字化战略

以及落地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客户运营效率。

未来，艾瑞咨询将持续深耕商业决策服务领域，致力于成为解决商业决策问题的顶级服务机构。

关于艾瑞

400 - 026 - 2099

ask@iresearch.com.c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企 业 微 信 微 信 公 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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