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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国际市场,全球宠物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快速进程,而东亚地区市场商业模式尚未完全

成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行业乱象与社会问题。本文针对宠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痛点,提出促进该行业规

范、健康发展的创新宠物消费商业模式,深入挖掘市场和用户需求,顺从市场的差异化、标新化潮流趋势,

创新独具特色的运营模式。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创新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以解决当下“宠物难养”“就业困

难”等一系列问题。构建新型养宠、驯宠模式,为宠物消费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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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global pet economy is in a rapid process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while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East Asian market is not fully mature, resulting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al chaos and social problems. Aiming at the pain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et econom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pet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to promote the standar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deeply excavates the market and user needs, obeys the market differentiation and 

standard innovation trend, and innovates the unique operation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the 

business model of pet consumption should be innovated to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 pet 

maintenance" and "difficult employment".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pet raising and training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t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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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在中国国民经

济消费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宠物经济也

经历着消费升级。根据《2021年中国宠

物行业白皮书》统计,在2021年中国的宠

物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了2490亿元,同

比增长20.6%,比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高8个百分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商业模式日益完善,服务种类日

益增多,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深层次的

精神消费服务,成为宠物消费行业、乃至

全服务行业占领关键市场的密钥。 

1 宠物行业的发展历程 

在过去,我国大多数家庭的恩格尔

系数较高,大量的收入都用于购买食品、

服装等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必需品,

没有太多余的资金用于宠物消费。低生

活水平下的人们很少基于纯粹的喜爱而

去饲养宠物,更不会为它们投入更多的

资金。因此,过去我国的宠物消费市场长

期处于低迷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

平提高使得对精神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宠物的功能正逐渐从传统的“看家护

院”转向“纯粹的情感寄托”,这一转

变催生出了潜力巨大的“它经济”。完

整的宠物经济产业链在宠物市场上显现

出巨大潜力。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形势背景下,我

国宠物市场以及电子销售市场显示出巨

大的潜力。宠物作为独身在外的年轻人

对于家庭的一种情感的寄托,出现在家

中的频率逐渐提高,但对于宠物的管理

一直以来都是一项社会问题,许多宠物

主人在养宠同时,缺乏养宠知识,缺少对

宠物科学的引导与教育,造成许多不必

要的误会与经济负担,加强宠物管理与

训练是当前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宠物市场零散发展,彼此分割,

为宠物做医疗、美容、采购必需品等活

动往往需要往返好几个地点。选择互联

网＋宠物产业的联合方式,既整合创新

了宠物消费的商业模式,又为广大群众

提供更为方便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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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

据显示,中国的宠物消费市场较之2020

年有了20.6%的涨幅,增速已恢复至2019

年同期水平,其中中国的城镇宠物(犬猫)

整体的消费规模达到了2490亿元。同时

宠物主在朝着低龄化、高知化、高收入

化的趋势发展,为宠物消费水平的提高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有关统计,目前

与宠物相关的产品种类已经超过了100

种,并且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宠

物行业即将引起一场全新的市场热潮。 

宠物学校行业目前在我国并未得到

较大普及,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大。预计

未来十年,宠物市场仍将保持高于国民

经济增长的发展速度。此外,宠物用品

及宠物护理方面的需求量较大,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大的市场空间。据预

测,随着近几年宠物饲养需求的增加以

及创业者们对宠物行业延伸服务的深

度挖掘,中国的宠物消费市场空间将进

一步扩大。 

2 传统宠物消费商业模式 

2.1线上宠物商店 

目前,国内现有的线上宠物店仍然

存在很多功能上的缺陷与不足,例如养

宠人士的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APP同质

现象严重以及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国

内较多宠物APP只注重平台搭建,没有有

效合理的后台管理和服务。大部分APP

变成了萌宠主人交流聊天室,还有一部

分APP通过公众号的形式宣传养宠知识

来扩展客群购买线下产品。还有一小部

分人群通过视频APP发布萌宠可爱视频,

获取部分粉丝关注,进而进行二次营销。

但大部分APP运营存在局限性较大,没有

真正解决萌宠主人的问题。由此可

见,APP平台搭建既可以为卖家提供一个

降低成本的供销渠道,还可以给买家提

供一个拒绝中间商赚差价的消费渠道。 

2.2宠物饲养APP 

以“宠物饲养攻略”和“宠物生活”

为关键词,根据各个应用商店的下载数

量和相关性筛选与其相关的应用。通过

分析,主打宠物生活服务的社交型应用

是市场上的主要部分。现有宠物应用存

在的主要问题有：(1)操作界面过于简略,

各种功能不够完善,同质现象严重；(2)

宠物信息冗杂且权威性低,用户黏性不

足；(3)交互形式乏味,用户缺乏体验,

仍有很多后续问题；(4)商业模式单一,

盈利市场有待继续开发。 

2.3线下宠物商店 

国内现有线下宠物实体店主要以

“夫妻店”的模式经营为主,宠物医院和

宠物寄养等服务模式并存。宠物店主要

以售卖宠物食品和宠物美容为主,集中

度较高,竞争激烈,同时也导致价格趋同,

优势不明显,很多宠物店前期成本投资

较大,利润较低,成本回收期无限延长。

宠物医院和宠物寄养类似于宠物店经营

模式,由于成本高,导致服务费用较高,

客源渐渐降低频率。《2021年中国宠物行

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宠物线下消费更加

多元化,尤其是洗美、训练、乐园、摄影

这四个线下业态,渗透率都大幅反弹,在

未来线下业态的渗透率还会持续性提

升。同时,宠物主健康意识一直在提升,

宠物每年都需打疫苗,未来宠物医疗的

市场空间还很大。由此可见,线下宠物实

体店拥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3 新媒体时代下宠物消费的可

行创新商业模式 

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将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以下以图解与文字结

合的形式展示本项目的可行商业模式： 

 

图2  商业模式图 

4 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的创

新点 

4.1新式宠物消费在模式上进行

创新 

其一,打造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

式宠物消费模式。不同于传统宠物商店

单纯寄养、售卖宠物用品、板块服务之

间的独立,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结合

线上新媒体电商、视频宣传、宠物医院

与线下宠物狗学校,形成了以B2B、B2C

的商业模式开展的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

式,并且几个板块相辅相成,借助互联网,

推动线上线下服务同步进行,为客户提

供宠物狗训练、宠物护理、宠物购物和

宠物寄养等一站式服务,产品以及公司

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 

其二,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以顾

客为导向,进一步抓住市场、客户痛点。

随着近几年来国内宠物数量的急剧增长,

其功能从传统的“看家护院”向“纯粹

的情感寄托”的转变,客户以情感为导向

的宠物消费短期内不会改变,新式宠物

消费商业模式同样以此为服务导向,同

时扩大服务范围,满足客户对延伸服务

的需要,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进一步抓

住了市场、客户痛点。 

图 1  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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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新式宠物消费的社会价值 

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承担了更

多社会责任,创造了更多社会价值,区别

于传统宠物商店的纯粹盈利性。目前,

宠物消费还在成长期,没有标准的行业

规范和制度,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基

于宠物管理这一社会热点展开,以宠物

消费为背景,具有较强的内容延伸性。新

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不仅针对于家养宠

物群体,对于动物保护协会这一类公益

性组织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从而

达到“发扬公益精神,服务社会”的目的。

同时,在就业需求激增的今天,我们进行

业务的创新性升级,开辟了“新媒体电

商”和“技能培训”新业务板块,在新式

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中,多种岗位选择退

伍军人以及应届大学生,帮助解决退伍

军人“退伍即失业”和大学生“毕业即

失业”等问题,响应国家号召,承担社会

责任,扩大公司影响力,打造公司品牌文

化,感恩祖国回报社会。新式宠物消费商

业模式聚焦于宠物管理、就业创业等一

系列社会热点、难点,着手于以人性化的

服务给客户带来舒心的体验,助力营造

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市场氛围。 

4.3从Z世代年轻人的角度切入研究 

通过深度挖掘Z世代年轻消费者需

求,对客户需求进行了新定义。 

首先,用户价值显著提高。根据数据

显示,猫咖、狗咖的主要消费者是分布在

发达城市的年轻群体,这部分年轻群体

在一、二线城市打拼,需要一定的心灵寄

托,他们的宠物消费拉动了宠物经济的

快速发展。而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扩

大了年轻人进行宠物消费的方式方法,

对宠物消费的方式途径进行了进一步的

细分,使消费者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因

此选择消费与再消费的概率大大增加。用

户之间转介绍的概率增加,用户在新式

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中价值更大,附加值

更高。 

此外,激发大学生研究新项目的灵

感。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运行过程中,

进一步覆盖了大学生这一宠物消费主

力军,提高了大学生对于宠物消费的认

识,同时对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提出

新要求,预计大学生能找到新的项目灵

感,而新式宠物消费商业模式也会进一

步完善。 

5 结语 

本项目从国内外宠物消费的发展着

手,研究中国的宠物消费演变发展史,将

传统的宠物消费模式进行剖析,从而深

层度地分析与挖掘宠物消费市场的空间

与潜力。本项目通过对市场上已有的宠

物消费模式进行探究与对比,设计出可

行的新型消费商业模式。本课题的重点

是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案例、调研数据

等资料,从中总结出传统宠物消费商业

模式的局限性,对比分析后提出具有建

设性、可落地性的改善点和模式创新,

以期帮助中国宠物行业冲破瓶颈,进一

步扩大市场,更好地发展宠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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