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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宠物粮、添置玩具；在 SPA店让宠物享受专业
的美容护理；定期带宠物体检、拍摄写真照片；节假日走进
萌宠咖啡馆享受“吸猫撸狗”的欢乐时光……这些场景，已
是丽水宠物消费市场的寻常切面。

在新一波“萌宠潮”中，宠物不再只是生活中的一只动
物，它们与主人的关系愈发密切，成为了家庭成员、情感寄
托以及消费市场中的重要角色。“萌宠经济”也因此延伸到
许多出人意料的行业领域——保健品、智能设备、医疗、摄
影写真甚至定制旅行团、殡葬服务等，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
光谱。

从满足“喂养刚需”到“情感消费”，从“单一品类”到“全
产业链生态”，当下的“萌宠经济”已经超越了宠物本身的消
费，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连接人类与动物情感的方式，
同时也是人们消费观与生活理念的复杂映射。

养宠成新潮流

傍晚，在市区防洪堤，“90后”市民姚正豪正牵着他的金
毛犬“壮壮”悠闲慢跑。“金毛是天生的运动健将，每天都需
要充分活动，正好符合我的生活习惯。我经常带它出门跑
步，既能让它保持活力，也让自己放松心情。”姚正豪告诉记
者，他的不少朋友也养了宠物，猫咪、豚鼠、蜥蜴等不一而
足，“大家根据个人兴趣和生活习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宠
物。”

在丽水的养宠人群里，像姚正豪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
数，去年刚入职的李玥就是其中一员。初到丽水工作的她，
花 3000多元买了一只品种猫，取名“多多”。和大多数高冷
的猫咪不同，多多格外粘人，总爱围着李玥打转，成为她独
居生活的快乐源泉，也是她面对生活压力时的“治愈良药”，

“每次加班回到家，它总会蹲在玄关等我，用毛茸茸的脑袋
蹭我的手心，那一刻，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除了年轻人因个人兴趣和情感需求养宠，还有不少家
庭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而选择养宠物。在正达阳光城，市民
杨阳常陪着女儿和宠物兔子“花花”一起在草地上玩耍。说
起养宠的初衷，杨阳坦言“主要是想给孩子找一个特殊的成
长伙伴”。自从花花来到家里，女儿不仅主动承担起喂食和
清理兔笼的任务，还逐渐学会了观察花花的生活习性，“照
顾花花的过程中，孩子变得更加细心、耐心，也更懂得珍惜
生命、关爱他人。”

宠物不只是孩子的伙伴，它们同样是许多老年人晚年
生活的重要陪伴。记者走访了解到，近年来，越来越多“银
发族”加入了养宠行列，养宠的观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70
岁的潘大爷和老伴养了一只 5岁的柯基犬“芒果”，“它就像
我们的孩子，每天至少得带出门玩两趟，饮食也有讲究，除
了狗粮，每天还有各种鲜肉和蔬菜，变着花样确保营养均
衡。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才能更好地照顾它。”

如今，养宠已不仅是个人爱好，还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社
交方式。姚正豪告诉记者，他加入了多个宠物群，群友们热
衷于分享养宠心得，从宠物的饮食、锻炼到疾病预防与治
疗，大家对宠物的关爱无微不至。此外，群友还会定期组织
宠物聚会、宠物派对、宠物领养等线下活动，让爱宠人士有
机会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宠物拉动“消费升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宠物在人
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以来，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
规模已突破 3000亿元。“萌宠经济”的崛起不仅反映了人们
消费观念的转变，更深刻揭示了人类情感需求的复杂性。

收取快递、打扫卫生、安置宠物厕所、布置狗狗玩耍
区……上周末，家住市区的“00 后”姑娘郑艺忙得不亦乐
乎。一个月前，她在宠物店预订了一只比熊犬，眼下正等着
小家伙打完最后一针疫苗。“3个月大的小狗肠胃很脆弱，
必须吃幼犬专用粮，还得搭配羊奶。”最近她做了许多新手
养狗功课，购物清单里罗列着 20多件宠物用品，从牵引绳、

狗窝、雨衣到宠物摄像头，每一件都经过精挑细选，“小狗还
没到家，已经花了近 3000元。”

在市区花园路上的“吾欣宠物生活馆”，琳琅满目的宠
物商品整齐地排列在货架上。这里不仅有干粮、冻干、罐
头，还为宠物精心准备了各种零食和鱼油、维生素片、卵磷
脂等保健品，构成了完整的宠物饮食链条。而在宠物用品
区，除了日常必需品如猫砂盆、项圈、背包等，还有许多设计
精美的宠物服饰，满足了消费者对宠物的个性化需求。

在美容室里，宠物美容师正熟练地为小狗修理毛发、清
洁耳朵、剪短指甲。记者了解到，给宠物洗澡是最基本的服
务项目，根据宠物体型、精细程度、造型等情况差异化收
费。一只 5公斤的小型犬普通洗澡收费 35元，精洗 58元，
修剪造型 98元，而一只 30公斤的大型犬则需要花费更多。
此外，顾客还可以选择刷牙、局部修剪、除菌药浴、开毛结等
精细服务，收费从 10元到 50元不等。

“现在的养宠人越来越舍得投入，愿意带宠物来店里洗
澡的，还会给宠物做个造型，不少人会专门预约宠物 SPA和
精油按摩，一套流程下来，宠物被照顾得舒舒服服。”店长姜
沈杰笑着说。

除了基础的宠物用品销售和洗护服务，宠物寄养也是
宠物店的热门业务。每逢长假，寄养位常常供不应求，顾客
需要提前数周预约。而这一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印证了养
宠人对宠物的情感投入和对宠物生活品质的重视。

从事宠物行业 7年的姜沈杰明显感到消费者对宠物的
关注与日俱增，“大家对价格的顾虑越来越少，只要是对宠
物有益的产品或服务，都愿意买单。日益丰富的产品和服
务，其实是在不断满足人们对宠物的多样化情感寄托。”

解锁新消费场景

在丽水，“人宠同框”已然成为街头巷尾、公园及宠物友
好商场里常见的景观，宠物逐渐升级为现代人生活中的“情
感伙伴”，而伴随这一转变的是宠物经济的蓬勃兴起，成为
驱动消费的新引擎。宠物市场从最初的宠物售卖和基础食
品供应，演变成一个覆盖宠物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消费体
系。

在市区的“迪安动物医院”，候诊区里的氛围忙碌而温
馨，宠主一边轻声安抚着焦虑的宠物，一边与医护人员细
致沟通诊疗方案。院长蓝春伟告诉记者，自 2016 年开业
以来，宠物看病的需求不断上升，目前月均接诊量已近
300 例，其中 70%是愿意为宠物健康买单的年轻人。除了
接种疫苗、驱虫等基础服务外，老年宠物的治疗和护理逐
渐成为常见的就诊动因。

与此同时，线上消费和科技的进步为宠物经济赋能，开
启了“智慧养宠”新模式。从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的数据
来看，宠物智能设备的消费热度持续升级，自动喂食器、自
动猫砂盆、宠物烘干机等高价位产品的销量稳步上涨，成为
年轻人解放双手、提升生活质量的新选择。姚正豪的家中
有一台智能喂食器，这款设备能通过手机App远程操控，结
合“壮壮”的体重和活动量精准投放食物，令他即便出差也
能通过摄像头远程监控宠物的进食状况。“科学养宠的同
时，也缓解了我的分离焦虑。”姚正豪说，智能设备不仅是解
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还是人与宠物之间情感纽带的延续。

在社交需求的驱动下，“宠物+”消费场景不断创新。丽
水的一家宠物主题咖啡馆便是这种新型消费场景的典型代
表——柯基犬和比熊犬化身“治愈系员工”，顾客支付费用
即可与萌宠亲密接触。在这个空间里，许多没有养宠条件
的年轻人通过“撸猫撸狗”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每到周末，
咖啡馆总是人满为患，一座难求。这种宠物主题消费模式
的火爆，正迎合了现代人对情感联系和社交互动的深切渴
望。

在业内人士看来，宠物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力，正朝着个
性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萌宠引发的消费热潮，正在为商
业创新开辟多元市场，也为未来商业模式、消费观念和人际
关系的重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遇。

当宠物从功能性的“看家角色”转变为
情感层面的“家庭成员”，它们不仅填补了
现代人的孤独，更以惊人的消费潜力重塑
着市场格局。当人们愿意为宠物定制营养
餐、购买智能用品，甚至支付数千元医疗费
时，宠物消费已超越“生存必需”，形成覆盖
健康管理、精神陪伴、社交体验的多元需
求。

消费升级的背后，是产业链的快速延
伸与场景创新。在“吾欣宠物生活馆”，从
功能粮到智能用品的细分商品，对应养宠
人群的精准需求，精油 SPA 等服务则将宠
物护理转化为品质体验。宠物主题咖啡馆
的“撸狗”互动，让爱宠人群打开情感缺口，
通过社交传播将私人情感需求转化为公共
商业价值。

然而，在宠物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也
存在不少问题，如行业标准的缺失、服务质
量的参差不齐等。推动宠物行业健康发
展，既要追求“精细化”，打造差异化、人性
化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也应注重“规范
化”，严格把控市场服务质量，使消费者权
益得到有效保障。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加
快完善相关行业准则、建立标准体系，强化
对宠物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规行
为。另一方面，商家应秉持“以宠为本”的
原则，深入了解宠物的生理和行为特点，提
供贴合实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消
费者应保持理性，选择信誉良好、服务优质
的商家消费，不盲目为各种“噱头”买单。

当宠物推车得以进入商场、宠物友好
型民宿屡见不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宠物
行业的繁荣，更是当代人对“陪伴”与“美
好”的共同追求。在这场人与宠物的双向
奔赴中，唯有在商业创新中守住责任底线，
在情感消费中保持理性认知，才能让“萌宠
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小萌宠撬动大市场
本报记者 管丽芬

20252025年年55月月88日日 星期星期四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沈沈 隽隽

深度深度··聚焦丽水消费市场聚焦丽水消费市场

66

■■
本
期
策
划
主
题

本
期
策
划
主
题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新
消
费
时
代
的
演
进
与
前
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