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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国内2020年宠物行业规模接近3000亿元，未来三年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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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亿元，2015-2020年6年间复合增速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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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艾瑞咨询预测，未来三年我国宠物行业复合增速在14.2%，到

2023年规模有望达到4456亿元。 

◼ 宠物食品是宠物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的数据显示，在我国宠物行业细分领域中，宠物食品消费支出（主

粮、零食、营养品）的占比最高。2021年，宠物食品消费支出的占比为

51.50%，是宠物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远高于宠物医疗和宠物用品等其

他支出。 

◼ 多重因素推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快速发展。（1）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

确并规范了宠物食品的生产、经营，提高了准入门槛，有助于行业有序

发展，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我国宠物食品行业规模和整体水平的提高。（2）

结婚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宠物消费成为情感消费，宠物需求倾向提升。

（3）2019年中国家庭宠物饲养率仅约17%，远低于英国的44%和美国的

67%。中国饲养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宠物饲养率相较国外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4）国际经验表明，经济水平与宠物食品市场的发展

紧密相关，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稳中有升。人

均收入水平提升促使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宠物食品市场规模也随之增

长。（5）我国养宠人群以80、90后为主，其中80后占比30.5%，90后占

比46.3%。宠物主的诉求逐渐向精细化科学养宠方向转变，对宠物食品

的品质和健康也有着更高的追求，宠物主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选购品质

更优、原材料更健康、甚至量身定制的宠物食品。对宠物食品的接受度

更高，消费意愿更强。 

◼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产品质量控制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

险和创新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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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宠物行业快速发展 

1.1 宠物及宠物行业的定义 

宠物指人们为了精神目的，而不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豢养的生物。传统的宠物是指哺乳纲

或鸟纲的动物，养着用于玩赏和作伴。实际生活中的宠物包括鱼纲、爬行纲、两栖纲、

昆虫，甚至植物，用于观赏、作伴、舒缓人们的精神压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宠物的范

围很广，包括动物、植物、虚拟宠物、电子宠物等。但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还是把宠物限

定在动物范畴内。饲养宠物作为人类亲近自然的机会，可以满足人类的心理需求，是非

常健康正常的爱好。 

宠物行业是指涉及到宠物食品、宠物医疗、宠物服装、宠物用品等与宠物有关的所有行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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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医疗和宠物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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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国内宠物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 

国内宠物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宠物行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2

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成立，向整个社会宣导了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动物是人类的

朋友等象征社会文明的理念。在重新为宠物定义的同时，将养宠物的生活方式提高到一

个以教育文化为基础的概念之上，让大家对“宠物” 形成了初步的认知。小动物保护

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内宠物行业的形成。随后玛氏、皇家等国外宠物行业巨头纷纷进入

中国。进入 21 世纪，中国宠物数量快速增长，同时，宠物角色开始转变，宠物在家庭

中从“看家护院”的功能性角色向着“孩子、亲人”的情感性角色转变。国内开始出现

以宠物产品生产制造的规模化工厂，一些国内知名企业开始涌现；伴随互联网大潮，第

图 1：中国宠物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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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线上宠物服务平台出现。2010 年以后，中国宠物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行业的增长

不仅仅源于宠物数量的持续高速增长，更加有消费升级的带动。由于 GDP的提升，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加，老龄化社会提升了孤独感，人均对宠物的支出迅速增加。除宠物平台

外，共享经济/云养宠等新型服务模式也在宠物市场展开扩张，线上经济蓬勃发展则为

行业覆盖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1.3 国内 2020 年宠物行业规模接近 3000 亿元 

国内 2020年宠物行业规模接近 3000 亿元，未来三年有望保持较快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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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亿元，2015-2020 年 6 年间

复合增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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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艾瑞咨询预测，未来三年我国宠物行业复合增速在 14.2%，到 2023

年规模有望达到 4456亿元。 

图 2：中国宠物行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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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内宠物类型以猫犬为主 

国内宠物类型以猫犬为主。犬和猫仍是宠物的主要类型，2021 年城镇犬猫数量为 11235

万只，比 2020 年年增长 11.4%。其中：犬 5429万只，比 2020年增长 4.0%；猫 5806万

只，比 2020年增长 19.4%，猫超过犬成为饲养最多的宠物。 

图 4：2018-2021 年国内猫犬数量变化趋势（万只）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3：2015-2023 年中国宠物行业规模与预测 

 

资料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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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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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国宠物主人数持续增长 

我国宠物主人数持续增长。2021年我国城镇宠物主(犬猫)达到 6844 万人，比 2020 年增

长 8.7%，宠物主人数持续增长。其中包括犬主人 3619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 0.7%；猫

主人 3225 万人，比 2020年增加 19.4%。 

图 5：2018-2021 年国内宠物主（犬猫）变化趋势（万人）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1.5.1 我国宠物主趋于年轻化 

宠物主趋于年轻化，90 后占比最高。2021年，90 后宠物主占比达到了 46.3%，比 2020

年高出了 8.2 个百分点，宠物主趋于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对精神生活品质的追

求提升，年轻群体更多地将宠物视为家人，对宠物陪伴的需求迫切，养宠成为年轻人一

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图 6：2018-2021 年国内宠物主（犬猫）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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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1.5.2 中高学历人群更倾向于养宠，宠物主平均月收入水平持续提升 

中高学历人群更倾向于养宠，宠物主平均月收入水平持续提升。2021 年，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的宠物主占比达到 62.6%。中高学历人群普遍踏入社会较晚，婚姻生活也略迟，单

身时间较长，个人支出有限，能力和意愿方面更能支持宠物消费。和 2020年相比，2021

年平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下区间的宠物主占比减少 3.6 百分点，平均月收入 10000 元以

上区间的宠物主占比增加了 4.8 个百分点，宠物主平均月收入水平持续提升。 

图 7：宠物主学历分布（‰）  图 8：宠物主收入分布（%）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

究所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

证券研究所 

1.5.3 宠物主聚集于一二线城市 

宠物主聚集于一二线城市。从宠物主所在城市的分布情况看，一二线城市宠物主占比高

达 77.4%，是主要的养宠人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生活水平较高的城镇人

口倾向于养宠作为生活的陪伴，且区别与农村养宠的低消费，该人群消费水平普遍较高，

为宠物用品的重要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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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国内宠物主城市线分布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1.6 宠物食品是宠物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 

宠物食品是宠物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根据《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显示，

在我国宠物行业细分领域中，宠物食品消费支出（主粮、零食、营养品）的占比最高。

2021 年，宠物食品消费支出的占比为 51.50%，是宠物行业最大的细分市场，远高于宠

物医疗和宠物用品等其他支出。 

图 10：2021 年我国宠物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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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重因素推动宠物食品消费上行 

2.1 相关政策助力行业有序发展 

2.2 宠物消费成为情感消费，宠物需求倾向提升 

结婚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宠物需求倾向提升。受婚姻观念转变、工作节奏等因素的影

响，近几年我国结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4-2020 年，我国结婚率从 9.58‰下降至

5.80‰。在结婚率下降的同时，我国老龄化趋势不断显现。2014-2021 年，我国 65 岁及

以上人口从 13755 万人增加至 20056 万人，占比从 10.10%增加至 14.20%。在我国结婚

国家出台了宠物食品行业相关政策，有助于行业有序发展。2018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标签规定》、《宠物饲料卫生规定》、《宠物饲料

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上述政策规定了境内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生产企业，以及进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的企业经营活动的

必要资质，规范了宠物饲料标签标示内容，明确了境内生产、销售宠物饲料产品的卫生

指标和宠物饲料企业生产许可条件。上述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确并规范了宠物食品的生

产、经营，提高了准入门槛，有助于行业有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我国宠物食品行

业规模和整体水平的提高。 

表 1：国内宠物及宠物食品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 

文件名 发布时间 
发布

部门 
主要内容 

《宠物饲料标签规

定》 
2018 年 4 月 

农业

农村

部 

加强宠物饲料管理内容,规范宠物饲料标签标示 

《宠物饲料管理办

法》 
2018 年 4 月 

农业

农村

部 

从事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的企业需按

照规定办理饲料生产许可证，进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产品的企业需按照规定取得进口登记证 

《宠物饲料卫生规

定》 
2018 年 4 月 

农业

农村

部 

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的供宠物犬、宠物猫

直接食用的宠物饲料产品的卫生指标 

《宠物饲料生产企

业许可条件》 
2018 年 4 月 

农业

农村

部 

通过明确各项宠物饲料生产许可条件，加强宠 物饲料生产许

可管理,保障宠物饲料质量安全 

《宠物配合饲料生

产许可申报材料要

求》 

2018 年 4 月 

农业

农村

部 

明确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的许可范围、申报材料

格式、申报材料内容要求等 

《宠物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生产许可申

报材料要求》 

2018 年 4 月 

农业

农村

部 

明确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的许可范围、

申报材料格式、申报材料内容要求等 

 

资料来源：乖宝宠物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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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降与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居民的孤独感将有所增加，宠物不仅仅充当人们感

情寄托的角色，也逐渐被当作中国人家庭中重要的成员。宠物消费成为情感消费，相比

物质消费，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和可持续性。 

图 11：我国结婚率（‰）  图 12：我国人口老龄化率（%） 

 

 

 

数据来源：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2.3 我国宠物饲养率相较国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宠物饲养率相较国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普华永道，以家庭饲养率计，2019

年中国家庭宠物饲养率仅约 17%，远低于英国的 44%和美国的 67%。中国饲养率远低于发

达国家水平，若要追上平均水平则有数倍的提升空间。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

生活水平提升和领养率的提高，将有力推动宠物饲养率的增长。对比中美两国家庭消费

中宠物支出可以发现，从 2014 年至 2019 年，美国家庭宠物支出占比仅从 0.49%提升至

0.52%，而中国占比则从 0.16%提升至 0.29%，反映了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强大意愿，尤

其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从家庭支出占比看，中国家庭对宠物支出占比仍然偏低，

同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图 13：2019 宠物饲养率（家庭数量%）  图 14：中美两国家庭消费中宠物支出占比对比 

 

 

 

数据来源：普华永道，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普华永道，东莞证券研究所 

2.4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宠物食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宠物食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国际经验表明，经济水平与宠物

食品市场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稳中有升。人

均收入水平提升促使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宠物食品市场规模也随之增长。2012-2021年，

中国 GDP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8.73%，宠物食品行业市场规模从 2012 年的 157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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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 年的 1282 亿元。除 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外，2012 年至今，我国宠物（犬猫）

食品市场规模年增长率大部分都维持在 20%以上，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6.28%，远超世界

平均水平 6.17%。 

图 15：我国宠物（犬猫）食品市场规模与国内 GDP 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2.5 国内养宠年轻化，对宠物食品的接受度和消费意愿更高 

国内养宠年轻化，对宠物食品的接受度和消费意愿更高。根据《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

皮书》，我国养宠人群以 80、90 后为主，其中 80 后占比 30.5%，90 后占比 46.3%。宠

物主的诉求逐渐向精细化科学养宠方向转变，对宠物食品的品质和健康也有着更高的追

求，宠物主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选购品质更优、原材料更健康、甚至量身定制的宠物食

品。对宠物食品的接受度更高，消费意愿更强，宠物食品渗透率在所有年龄段中相对更

高，因此 80、90后也成为宠物食品的消费主力军。 

图 16：2018-2021 年我国养宠人群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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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3、国内宠物食品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3.1 我国宠物食品市场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我国宠物食品市场集中度有望提高。根据 Euromonitor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犬食品

行业与猫食品行业的 CR3分别为 14.90%与 16.20%，而美国犬食品行业与猫食品行业的

CR3已分别达到 53.00%与 35.80%。我国宠物食品行业发展初期，行业内中小企业偏多，

我国宠物食品市场的集中度相对较低。随着近年来国内宠物行业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

行业门槛逐渐提高，行业内无序竞争的局面有所改变。随着科学养宠的普及，宠物主对

宠物食品的营养、质量、安全要求都会提高。质量稳定、有口碑的产品将获得更大市场。

由于宠物更换主粮品牌的成本较高，已树立品牌优势的头部企业在竞争中存在先发优

势，这对小规模企业具有一定的品牌壁垒。同时，产业资本的进入将加速行业整合，未

来客户、资金及各类资源都将向头部企业集中，龙头企业的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行业

集中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图 17：2019 年中美猫犬食品行业 CR3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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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uromonitor，东莞证券研究所 

3.2 线上渠道成为宠物食品市场必争之地 

宠物食品线上宠物消费渗透率高。宠物食品包括主粮、零食和营养品，其中主粮占比约

75%，是最大的刚需品类。主粮的标品属性使其更适合线上购买，70%用户全部或大部分

在线上购买宠物主粮，还有 21%用户线上线下各半。线上销售为中国宠物主搭建了便捷

的宠物消费渠道，线上宠物食品销售正迸发出蓬勃的活力，将会成为商家销售渠道的必

争之地。 

图 18：2021 年宠物主粮购买渠道分布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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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点公司分析 

4.1 路斯股份：专注宠物食品，聚焦主业发展 

公司致力于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路斯股份是一家宠物食品专业公司，专注于

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总部位于山东省潍坊市。2015 年 5 月，公司在新三板市

场挂牌，成为中国宠物食品第一家挂牌上市的企业。目前，公司拥有 2 个现代化工厂，

下设 7个 GMP 标准加工车间以及一个市级技术研发中心，年生产力 3万余吨，工厂面积

25万㎡。公司在 2015年分别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品牌奖（TPO10）与最受消费者欢迎的

十大宠物品牌，在 2017 年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品牌奖（TOP5），已在宠物食品的市场

中拥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公司商业模式采用“OEM 贴牌+自有品牌”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公司在国外市场的业务

主要采用 OEM 贴牌生产模式，国内市场主要采用自有路斯品牌的销售模式。OEM 商业模

式即公司利用自身的关键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品，具体的加工任务通过合同订购

的方式委托同类产品的其他厂家生产，而后将所订产品直接贴上公司自身的品牌商标进

行销售。在 OEM 的生产模式下，公司在全球的业务范围逐步扩大。截至 2020 年末，公

司的业务范围已涉及欧洲的德国、荷兰、捷克、芬兰等地，以及韩国、美国、俄罗斯等

国家。 

公司国内销售采用线上与线下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内市场中，公司采用线上与线下

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业务。线下渠道方面，公司主要通过深圳、北京、上海、成都等

大城市的大型商超和分销商进行产品销售。线上渠道方面，公司设有天猫商城路斯宠物

用品专营店，并通过与京东商城等大型电商平台合作，销售与推广自身的产品，扩大自

身的品牌知名度。 

图 19：公司商业模式与销售渠道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加，归母净利润短期受疫情及成本上涨拖累。2016-2021 年，公司

的营业收入从 2.73 亿元增加至 4.58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10.90%。近几年，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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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定的进展，营业收入稳步增加。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8 亿元，同比增

长 8.11%；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30 亿元，同比下降 21.61%。其中收入

方面：境外收入 3.82亿元，同比增长 7.56%；境内收入 0.76亿元，同比增长 10.96%。

境外市场方面，2021 年度公司在手订单比较充足，但境外持续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经

济增长预期偏弱及消费疲软，加之海运费始终维持高位运行，为更好维护境外客户，公

司主动压缩利润空间，导致境外毛利下降 4.59 个百分点至 17.38%，规模净利润受到拖

累。境内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开发新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并加大市场拓展

力度，境内销售取得良好效果，但随着外资品牌加大对中国市场投入，国内竞争厂商不

断加入，市场竞争加剧趋势明显，内销毛利率亦有所下滑。产品方面，公司肉干产品实

现销售收入 3.92亿元，同比增长 5.67%，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85.80%。 

图 20：公司营业收入与增速  图 21：公司归母净利润与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5、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宠物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主料、辅料和包装材料，当原

材料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如行业内企业无法将原材料上涨所产生的压力转移，或

者不能通过提升研发水平和产品生产工艺以抵消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或者不能通 

过有效的存货管理以抵消原材料价格下降所产生的存货跌价损失压力，行业内企业存在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而导致的经营风险。 

（2）产品质量控制风险。随着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日趋重视、对食品安全意识提升

以及权益保护意识增强，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在行业内企业

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若因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和标准未得到严格执行、生产和检测流程

操作不当或因上游供应商未能完全按照法律、行业规定及要求提供安全优质的原材料，

导致产品质量事故，行业内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象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对行业

内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也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行业存在产品质量控制的风险。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水平逐年提升，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宠物在人类社会中角色和定位的变化，宠物经济快速崛起，宠物

食品的市场规模也逐年扩大。在国内宠物食品市场的竞争中，以玛氏、雀巢普瑞纳为代

表的外资企业先于本土企业建立了技术、品牌和渠道的优势，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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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宠物食品行业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商以自有品

牌加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国内厂商凭借其在产品生产工艺、销售渠道建设及品牌推广等

环节的后发优势也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宠物食品行业正处于国内厂商与外资企业群

雄逐鹿的大环境之中，如果国内产商不能加快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生产工艺、提高产品

质量、拓展新的市场，将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格局。 

（4）创新风险。宠物食品属于快速消费品，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要巩固和进一步提

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行业内企业需要持续对行业及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进行深度跟

踪和快速响应，及时调整产品研发方向、创新销售、营销模式，及时将产品研发创新和

销售、营销模式创新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提升，满足客户实际需求。如果新产品研发成果

未达预期，或者销售、营销模式未能跟上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将可能导致竞争优势下降

并错失市场发展机会，对行业内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和未来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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