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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推动宠物市场扩容，行业前景未来可期 

——宠物行业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 

投资要点 

➢ 我国宠物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国产品牌强势入局 

中国宠物行业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早期进入我国宠物市场

的厂商主要为雀巢、玛氏等国际宠物品牌，凭借完善的线下销售渠道和品牌

优势获取了大量市场份额。中国宠物市场于2013年开始爆发式增长，中国

2013年宠物市场规模约为176亿元，发展至2022年已达到847亿元，这九年

间中国宠物市场CAGR 高达19%。伴随着中国宠物市场的快速发展及国潮的

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商加码自主品牌，并利用电商渠道进军主流宠物市

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市占率显著提升，宠物行业国产品牌的崛起已成定

局。 

➢ 综合因素推动宠物市场扩容，利好宠物食品刚需赛道 

1）截止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9亿，占比达21.1%，出生率仅为

6%，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少子化，老龄人口和独居人口增多，为满足情感

陪伴的需要，养宠需求增加，推动宠物食品市场扩容。2）我国人均GDP水平

持续增长，至2023年达到8.94万元，2011至2023年间，人均GDP复合增长

率达到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9%，使居民能够承担更多

的养宠成本，提高居民养宠意愿并拉高宠物消费水平。3）中国宠物市场2018-

2022年CAGR约为15%，高于同时期美国的8%，中国宠物市场正在加速扩容。

截至2022年，我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为847亿元，相较于美国1,368亿美元而

言体量较小，我国宠物家庭渗透率为22%，低于同时期美国的70%，每家庭

的宠物平均消费水平为269元，远低于同时期美国的4,416元，中国宠物市场

尚有巨大发展空间。 

投资建议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宠物市场迅速发展，中国宠物市场2023-2027 

CAGR预计将保持10%以上增速扩容，高于美国同期的4%。且我国宠物家庭

渗透率、每户家庭宠物平均消费水平相较于发达宠物市场仍处于较低水平，

存在巨大扩展空间。宠物食品作为养宠刚性需求将直接获益于宠物市场的增

长，随着国内线上消费的兴起以及国内厂商不断加码国产宠物品牌，国产品

牌市占率不断提高。因此我们持续看好宠物食品赛道，建议关注如中宠股份、

乖宝宠物等在该赛道具备研发、品牌、和渠道优势的上市公司。 

➢ 风险提示 

原材料成本上涨风险、经济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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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宠物行业发展现状 

宠物具备典型的陪伴功能属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养宠满足自

己精神与情感的需要。养宠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养宠普及率越来越高，居民的宠物选择也渐

趋多元化，蜘蛛、蛇、蚂蚁、虾等也开始被当做宠物饲养。随之而来的是宠物市场的不断扩

大和宠物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中国宠物行业虽然相较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宠物

市场正在快速扩容，处于行业上升期。 

1.宠物行业产业链 

宠物产业链包含宠物食品、用品、医疗和服务等行业。产业链上游涵盖宠物饲养，涉及宠物

养殖和宠物交易等业务；宠物食品加工及销售，涉及宠物干粮、湿粮、营养品和零食等宠物

食品的生产及销售；宠物用品，涉及宠物服装、清洁工具等商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产业

链下游主要以服务业为主，包括宠物医疗，涉及宠物诊疗、疾病防御和宠物保健等业务。宠

物美容涉及宠物洗澡、美容等；宠物培训主要向客户提供宠物培训服务；宠物保险涉及向客

户提供覆盖宠物疾病、意外等保险产品，我国已经逐步发展出了囊括宠物生老病死的全产业

链。 

图 1：宠物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佩蒂股份招股说明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2.中国宠物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宠物行业由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步，至 2011 年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 1990 年

至今，我国宠物行业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90-2000）：该阶段中国居民养

宠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由“看家护院”、“抓鼠灭害”的功能性养宠向将宠物当做家庭成员

的伴侣性养宠过渡，1992 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成立，标志我国宠物行业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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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玛氏、雀巢、皇家等一众外国宠物食品品牌开始进入中国，并催生了一大批国内宠

物食品、用品代工企业。发展期（2000-2010）：在这十年间，国内涌现出很多与宠物相关

的产品制造企业，诸如中宠、佩蒂、乖宝等国内品牌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规模化量产，伴

随着互联网与动物医学的发展，线上宠物服务平台开始出现，宠物医疗行业标准逐步确立。

快速发展期（2011 年至今）： 中国人均 GDP 在 2008 年首次突破 3,000 美元，实证研究

发现，当一国人均 GDP 水平超过 3,000 美元时宠物行业或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宠物

市场于 2010 年达到百亿规模。 

表 1：中国宠物行业发展历程 

 萌芽期 发展期 快速发展期 

宠物

数量 

政策由禁养转为限养，数量

由此得到提升 

养宠已成普遍现象，体量近

亿只 
宠物数量近 3亿只 

宠物

企业 

玛氏、皇家等为代表的国外

品牌为主 

中宠、佩蒂等本土品牌开始

涌现 

资本涌入，线上线下宠物服务业

兴起 

养宠

思维 
将宠物作为同伴 

融入更多情感因素，将宠物

作为家庭成员 

精细化养宠，消费观念升级，消

费品类逐渐多元化 

资料来源：宠物行业 2022 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3.宠物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发展至今，宠物行业在发达国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行业内包

括繁育、食品、用品、训练、寄养、医疗、洗澡、美容、摄影、保健、克隆、保险、宠物乐

园及宠物殡葬等一系列产品与服务，产业链条完整，相关标准和监管法规健全、规范，宠物

的数量、市场规模经过不断增长累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宠物行业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

影响日益加深。 

美国宠物市场 

在美国，饲养宠物有着广泛的家庭基础，宠物数量规模较大，宠物已经成为美国居民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美国家庭都会选择饲养宠物作为陪伴，宠物在美国家庭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在养宠文化的影响下，美国宠物市场拥有较大的消费规模基数。庞大的消费群体派生

了巨大的市场需求，2022 年美国宠物行业总支出超过了 1,368 亿美元，同比 2021 年增

长 10.8%。根据 U.S. Pet Market Outlook（2021-2022）预测，2025 年美国宠物市场

规模将达到惊人的 1,550.4 亿美元。美国是全球宠物经济第一大国，其宠物行业的专业性、

产业链完整性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 

 

 



 

6 
 

图 2：美国宠物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宠股份 2022 年年度报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中国宠物市场 

⚫ 中国宠物市场持续扩容，增长势头强劲 

中国宠物市场虽起步较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起步，2009 年时中国宠物市场规模仅约

124 亿元，伴随着中国城镇居民养宠观念的转变以及行业政策不断规范化，国际宠物品牌开

始涌入中国市场。经过若干年的缓慢发展和蛰伏后，中国宠物市场于 2013 年开始爆发式增

长，中国 2013 年宠物市场规模约为 176 亿元，发展至 2022 年达到 847 亿元，CAGR 约

达 19%。期间陆续出现了大量国产品牌，伴随线上渠道的井喷式增长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目前行业不断升级，出现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科学养宠的观念开始普及，新

锐宠物品牌不断出现，电商渗透率继续提升，预计 2023 年至 2027年间中国宠物市场 CAGR

超过 10%，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扩容，未来中国宠物市场还将继续增长，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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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宠股份 2022 年年度报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 中国城镇宠主数量持续提升，宠物选择以猫犬为主 

我国城镇居民养宠选择多以猫犬为主，截至 2022 年，城镇猫犬数量达到 11,655 万只，较

2021 年增长了 3.7%，其中猫 6,536 万只，较 2021 年增长 12.6%，城镇宠主（猫犬）达

到 7,043 万人，较 2021 年增长 2.9%。在城镇猫犬数量和城镇猫犬主人总体呈上升趋势的

情况下，2022 年的城镇犬主人数为 3,412 万人，相较于 2011 年减少 5.7%，系受年轻宠主

比例增多影响所致，该部分人群受工作时间的影响限制了他们的宠物选择，固多选择占用时

间和精力较少的猫咪作为宠物。 

图 4：中国城镇养宠（犬猫）结构 

 

资料来源：中宠股份 2022 年年度报告 

⚫ 中国宠物（犬猫）市场多元化格局形成，宠物食品领跑宠物市场 

在我国城镇宠物（犬猫）行业涵盖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疗、其他服务等细分市场，

形成了多元化的宠物市场格局，但最大的细分领域为宠物食品市场，结构占比约达到50.7%。

因此伴随着中国养宠人数的增加，宠物数量的提高，在宠物行业市场整体扩容的趋势下，宠

物食品行业将是最为受益的宠物行业细分市场。虽然近几年我国宠物行业发展迅速且出现多

元化的特点，且相较于世界上最为成熟的美国宠物市场宠物食品领域 40.45%的宠物行业市

场占比略高，未来或面临结构占比下降的压力。但宠物食品行业依然是占比最高，市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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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细分市场。因此我们认为应重点关注宠物食品龙头企业，将受益于未来宠物市场

扩容的重大利好。 

图 5：中国城镇养宠（犬猫）消费细分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乖宝宠物招股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 中国宠物市场竞争格局碎片化，优秀国产品牌有望成长为行业龙头 

我国宠物市场较为分散，总体呈现碎片化的状态，2022 年我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约为 847

亿元，而前十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仅为整体市场的 14%，宠物市场仍处竞争蓝海。此外，

早期进入中国宠物市场的玩家多为国外品牌，依托成熟的品牌矩阵和线下销售渠道占据了大

量市场份额，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但随着国内厂商在供应链、研发、线上销售渠道等环节

的不断优化，品牌竞争力逐渐增强，客户认可度逐渐提高，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因此，在当

下低行业集中度的竞争格局下，具备研发优势、渠道优势、品牌优势的优秀国内宠物品牌有

望抓住行业扩容的机会迅速提高市场份额，成长为行业龙头企业。 

图 6：中国宠物市场行业集中度 

 

资料来源：乖宝宠物招股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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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宠物食品市场 

1.宠物食品市场发展现状 

宠物食品是专门为宠物提供的食物，其作用主要是为宠物提供最基础的生命保证、生长发育

和健康所需的营养物质，是饲养宠物的刚性需求。宠物食品可分为宠物主粮（包括宠物干粮

和湿粮）、宠物零食和宠物保健品等。 

宠物主粮是宠物最主要的食品，所含营养素和能量能满足宠物每日全面营养需求。零食通常

能够补充单一或部分营养素但不追求全面平衡营养，供人们吸引宠物注意力、调节宠物口味、

加深人宠之间感情、协助宠物训练所用。宠物保健品多为能够满足宠物各生命阶段所需营养

的补充剂，可补充和强化特定营养素，利于宠物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图 7：宠物食品分类 

 

资料来源：中宠股份招股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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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干粮为宠物食品结构中的主要食物，2022 年中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为 507 亿元，干粮

市场规模 381 亿元，占宠物食品总体市场规模的 75%，领跑宠物食品市场。 

图 8：中国宠物食品细分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但由于湿粮产品在口味、营养、含水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市场增速在所有宠物食品

中最高，以 2018-2022 年中国宠物市场 CAGR 为例，湿粮为 23%，高于干粮的 15%，零

食的 18%和保健品的 19%，宠物湿粮逐渐呈现主粮化的趋势。 

图 9：中国宠物食品 CAGR（分产品类别）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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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食品市场中，又以猫食品和狗食品占比最高，以 2022 年为例，中国宠物食品市场按宠

物类型划分的市场结构中，猫食品和狗食品占据了接近 100%的市场份额。 

图 10：中国宠物食品市场结构（按宠物类型）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在国内宠物食品市场中，外资品牌由于进入市场较早，在品牌建设和品牌分类上具备领先优

势，拥有成熟的线下销售渠道，取得了较高的市场认知度，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伴随着宠

物食品市场的不断扩容，优秀国产品牌后来者居上，逐步确立了在行业里的市场地位。 

图 11：2012 年中国宠物食品市场市占率情况 图 12：2021 年中国宠物食品市场市占率情况 

  

资料来源：2023 中国宠物行业发展趋势报告 资料来源：2023 中国宠物行业发展趋势报告 

近年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以及国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商加码自主品牌，伴随新渠

道、新媒体、私域电商等新零售的崛起，电商逐渐发展为宠物食品的主要购物渠道，线上购

物占据了约 80%的宠物食品销售总额，国产品牌充分利用这一新兴渠道进军主流宠物市场，

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市占率显著提升，宠物行业国产品牌的崛起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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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宠物食品主要购买渠道 

 

资料来源：中宠股份 2022 年年度报告 

2.宠物食品市场重要驱动因素 

⚫ 人口结构变化刺激宠物食品市场需求增长 

宠物具备情感属性，能够满足人类的情感需要，具备陪伴的重要功能。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明显，截至 2022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达到 2.8 亿，占比达到 19.8%，未来老龄化人口

比例还将持续增加。叠加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老年群体对宠物的需求将因自身情感与陪伴

的需要而增多。 

图 14：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此外，我国已婚夫妇生育意愿并未明显提升，自 2016 年开始，我国出生率持续走低，2022

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仅为 956 万人，首次跌破千万关口，2013 年出生率创下 6%低点，在

出生率未有显著提高，新出生人数到达拐点之前，宠物仍将在已婚未育和丁克家庭中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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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情感陪伴作用。 

图 15：中国人口出生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另外，近年来结婚率持续下降，城市独居青年增多，数据显示中国独居户数规模自 2013 年

的 7,300 万户增加至 2022 年的 14,600 万户，独居户数规模增加了一倍，加之当代青年工

作压力偏大，因自身孤独感等因素引起的对宠物的需求也会增加。 

图 16：中国独居户数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F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 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拉动宠物食品市场扩容 

相关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宠物食品市场体量紧密相关，我国人均 GDP水平持续增长，

至 2023 年达到 8.94 万元，逼近 10 万关口，2011 至 2023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8%。伴随

着人均 GDP 的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更加关注精神需要的满

足，宠物消费具备典型的情感属性，宠物消费开始普及并逐渐升级，促进了我国宠物市场的

扩容。此外，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9%，人均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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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增加将使居民能够承担更多的养宠成本，提高居民的宠物消费能力和意愿，而宠物食品

属于快消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对宠物食品消费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图 17：中国人均 GDP 情况 图 18：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 中国宠物市场增速超过美国，体量尚有巨大上涨空间 

2022 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约为 847 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宠物市场，而

同时期美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高达 4,674 亿元，是中国的近 6 倍。相较于全球第一大宠物

经济体美国，中国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图 19：2022 年中美宠物市场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此外，中国宠物市场 2018-2022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5%，而美国仅约 8%，增长速度是美

国的近两倍，预计 2023-2027 年间中国宠物市场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势头，中国宠物

食品市场将由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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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018-2022 中美宠物市场增速对比 图 21：2023-2027E 中美宠物市场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中国平均每户家庭平均宠物消费水平相比于美日仍处于较低水平，截至 2022 年，中国每户

家庭宠物消费金额仅为 166 元，而同时期日本每户家庭平均宠物消费金额为 600 元，约为

中国的 3.6 倍，美国同时期每户家庭平均宠物消费金额高达 3,500 元，约为中国的 21 倍。

随着中国养宠意识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宠物市场还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预计 2023E-

2027E 中国每户家庭平均宠物消费水平为 10%，远高于日本的 3%和美国 4%，也证实中国

宠物市场正在加速扩容。 

图 22：中美日每户家庭平均宠物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2023 巨量引擎宠物行业白皮书，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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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仅为 22%，美、日和欧洲典型国家宠物家庭渗透率平均水平约为 47%，均显著高于

中国。随着国内养宠观念变化，养宠意识提高，我们认为中国宠物家庭渗透率将会持续提升，

宠物数量继续提高，宠物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图 23：各国宠物家庭渗透率 

 

资料来源：2023 中国宠物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三、投资建议 

1.中宠股份 

公司以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要业务，产品覆盖犬用及猫用宠物食品主粮、湿粮、

零食、保健品等品类，是我国宠物食品行业领先企业。公司通过打造差异化的品牌矩阵，满

足了不同需求、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在国内中端及高端的宠物食品市场，建立了

扎实的消费者认知与信赖，形成了品牌优势。 

据 2023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 2023 年三季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9.97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16.97%，实现扣费净利润约 0.78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上涨 65.48%。2023 年

年初至三季度末实现营业收入 27.12 亿元，比上年同期同比上涨 11.06%，实现扣费净利润

1.77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 54.18%，公司盈利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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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中宠股份 2019-2023 Q3 营业总收入情况 图 25：中宠股份 2019-2023 Q3 扣非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2.乖宝宠物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

括科学营养配方的主粮系列,以畜禽肉、鱼肉等为主要原料的零食系列以及含冻干卵磷脂、

乳酸钙等功能原料的保健品系列，是我国宠物行业龙头企业，在渠道、研发、品牌方面皆具

备竞争优势。 

据 2023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公司三季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约 10.47 亿元，

相比上年同期上涨 30.73%，实现扣非净利润约 1.08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上涨 40.44%。公

司年初至 2023 年三季末共实现营业收入约 31.12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上涨 47.48%，营收

增长势头迅猛。 

图 26：乖宝宠物 2018-2023 营业总收入情况 图 27：乖宝宠物 2018-2023 扣非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源达信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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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宠物食品产品的成本结构中，原材料成本占据较大的比重，如果原材

料成本发生较大震荡，而生产厂商无法将上升的原材料成本有效转移或通过研发投入提升工

艺水平，加强存货管理等方式有效实现降本增效，则行业盈利水平将受到较大影响。 

经济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宠物食品属于快消品，受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影响较大，

若宏观经济发展不及预期，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及预期，将对宠物食品行业的市场需求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到行业的增速及其利润水平。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近年来，中国本土品牌在宠物食品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抢占

了以玛氏、雀巢等为代表的早期进入中国宠物市场的外资企业的部分市场份额，且伴随着我

国宠物食品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品牌进入市场，存在行业竞争加剧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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