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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食到喂食器，“富
养”宠物成趋势

澳大利亚的和牛、挪威的三文
鱼、国内的山林鸡……这些年轻人
自己都舍不得买的食材，早已成了
宠物零食的主要成分。也正是因为
如此，宠物零食的价格一路飙升。

“一罐 85g的猫罐头算下来价
格超过了30元，竟然比我的午餐还
要贵！”南京胡女士表示，自从自己
养猫之后，在宠物身上的花销占比
越来越多了，除了日常的猫粮、猫砂
和各种玩具，冻干、猫条、罐头等各
类零食也让她每月支出不少。

10月14日，现代快报记者对宠
物零食市场进行了探访。在南京市
江宁区的一家连锁宠物医院内，有
宠物主粮、宠物零食和宠物用品的
专门售卖区域。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的宠物罐头均价在 20 元左
右。“一些高端品牌的罐头比较贵，
一般都是三四十元一罐。但是我们
家也有便宜的罐头售卖，促销的时
候售价190元/12罐，牌子也不错，
性价比较高。”

工作人员称，现在养宠人不再
是简单养活“毛孩子”，而是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尽量高配养宠。“软
骨素、益生菌基本上都是标配了，不
仅如此，每个月的洗澡、美容、药浴
都会安排上。我们医院也推出了不
少优惠套餐。”

“再苦不能苦孩子”，成了很多
养宠人的心声。扬州姑娘小许家
里养了两只猫咪，每个月在它们身
上的开销不少。小许告诉记者，每
个星期除了罐头以外，自制的辅食
也不能少。“三文鱼、鸡胸肉、虾仁、
蛋黄，变着花样给它们加餐，还要
配上鱼油和维生素。”小许坦言，如

果出了新的宠物用品，也得给它们
安排上。“新款的宠物喂食器出来
了，我立马就下单了，那个喂食器
也要七八百元一个呢。虽然有点
心疼，但还是在能力范围内‘富养’
它们吧。”

“它经济”成消费密码，
多地打造宠物消费新场景

随着单身经济兴起以及养宠人
消费观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
人将饲养宠物作为情感的寄托。
《2023—2024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消费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养宠
人数从 2018 年开始连续增长，到
2023年达到7510万人。2023年我
国宠物犬数量为5175万只，同比增
长1.1%；宠物猫数量为6980万只，
同比增长6.8%。

宠物犬猫数量显著增长，为宠
物服务行业提供了庞大的潜在客户
基础。《2024中国宠物服务行业新
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
宠物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2793
亿元，预计在 2026 年将达到 3613
亿元。如今，我国宠物产业链条上
的各个环节都在蓬勃发展，“它经
济”呈现出巨大增长空间。

一些商圈和文博场所，也看到
了“它经济”背后的潜力。日前，上
海博物馆举行的“金字塔之巅：古埃
及文明大展”，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
客。为了打开这次展览的无限可
能，上博还特地推出夜场活动——
博物馆奇“喵”夜，专门向携宠观众
特别开放。展厅内，不仅有多件与
猫相关的文物，耳边回荡着神秘猫
叫声，还有专属的猫咪文创礼品。
上博还专门为宠物主人提供了猫推
车、猫砂盆等宠物用品，尽量让宠物
及其主人能够无忧观展。

专家：需关注其可能带
来的消费压力

宠物罐头价格高于人类食品的
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宠物经济的一
个发展趋势。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
理事长柏文喜认为，宠物被视为重
要的家庭成员，因此宠物主人愿意
为宠物花费更多的钱，购买高品质
的食品和用品，这导致宠物食品价
格上升。

这一现象也要从两方面来看。
柏文喜称，“从正面来看，宠物罐头
的高品质和针对性营养配比，确实
可以为宠物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
从负面来看，过高的宠物食品价格
可能会加重消费者的经济负担，甚
至引发过度消费。”

柏文喜分析，随着宠物养育人
群的增加，宠物市场规模将持续扩
大。预计宠物食品、用品、医疗、美
容、寄养等领域都将得到快速发
展。宠物经济将朝着更加细分化和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满足不同宠物
和消费者的需求。例如，针对不同
年龄段、品种和健康状况的宠物，推
出相应的食品和保健品。

“消费者对宠物产品的品质要
求越来越高，品牌效应在宠物市场
中的作用愈发明显。高品质、有口
碑的品牌将更容易获得市场认可。”
不仅如此，柏文喜表示，随着宠物经
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将逐步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保障宠物市场秩序和
消费者权益。“总之，宠物罐头价格
高于人类食品的现象是宠物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未来，宠
物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但也需关注其可能带来的消费压力
和环境问题。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共
同努力，引导宠物市场健康发展。”

宠物罐头贵过午餐，是宠爱还是攀比？

虹膜写真走红，体验者：
很有意义

在长江路的一家虹膜写真馆，
店主胡梦雨正在指导顾客樊女士做
拍摄前的准备。“将隐形眼镜卸掉后，
去放大镜前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眼睛
的纹路和颜色。”胡梦雨说，然后就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成片的特效。

“星系、银河、爆炸、碰撞……都
是顾客们常选的特效。”胡梦雨告诉
记者，特效并不会改变拍摄者虹膜
纹路，只是令成片看起来更有“艺术
感”一些。樊女士坐到单反相机前，

“光线还挺强的。”她说，随着闪光灯
的闪烁，照片就拍好了。

大约15分钟，虹膜写真就制作
完成了，拿到成片后，樊女士表示：

“还挺有意义的。”胡梦雨介绍，顾客
选择的套餐不同，所需的时间也不
太一样，基本一个小时内都能完成，
单人拍摄价格在100元至300元之
间，“店开了快一个月，来的大多是
年轻人，有情侣、闺蜜，还有带父母
过来拍虹膜全家福的，大家对这种
新奇的体验接受度都比较高。”

会泄露个人隐私吗？虹
膜写真不等于虹膜识别

在社交平台上，体验过的市民
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受，“感觉很梦
幻，没想到眼睛里也有这么美丽的
景象。”“虹膜是基因的礼物，独一无
二，一生不变，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就算是自己的双眼也是不一样的，
拍下来很有纪念意义。”“每一个眼

眸就像是一片浩瀚的宇宙，眼底有
漫天繁星。”但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
自己的疑问：“虹膜写真是否涉及隐
私泄露的问题？”“这算不算生物信
息泄露？”“那会被用于虹膜识别或
者付款吗？”

“店里面用的摄影设备是单反
微距相机，使用的是聚光，不涉及生
物特征的提取和分析。”胡梦雨告诉
记者，这个问题在开店之前就做过
调研，虹膜生物信息采集使用专门
的虹膜扫描仪，采集红外光源或其
他特定波长的光源，原理并不同，

“简单来说就是，条件达不到。”

律师提醒：商家与顾客
可在消费前签订协议

“我国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有

着明确的规定。”江苏钟山明镜律师
事务所律师吕金艳告诉记者，《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
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
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
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
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
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
信息。”

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
步细化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规
则，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正
当、必要原则，以及收集、使用、存
储、传输个人信息时应遵循的具体
要求。对于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法规的行为，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

因此，商家在收集顾客虹膜信息

时，必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收
集行为合法、正当、必要。制定详细
的协议条款，这包括获得用户的明确
同意，并明确告知信息的使用目的、
方式、范围及可能的风险等等。

吕金艳提醒，对顾客而言，在
商家要求采集虹膜信息时，顾客应
仔细阅读相关协议和条款，了解信
息采集的目的、方式、范围及安全
措施等。在充分理解并同意的前
提下，再作出决定。同时顾客应妥
善保存与商家交易相关的证据，如
发票、收据、协议等，这些证据在维
权时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发现商
家存在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
顾客应及时向商家投诉并保留相
关证据。如果商家无法解决问题，
可以向相关消费者保护机构或司
法部门寻求帮助。

虹膜写真爆火，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

“我吃9块9的拼好饭，给宠物吃30块一盒的罐头。”这并
不是一个玩笑话，而是当代年轻人养宠现状。日前，南京市民
胡女士发帖称，自从自己养猫之后，在宠物身上的花销占比越
来越多了。“一罐85g的猫罐头算下来价格超过了30元，竟然
比我的午餐还要贵！”10月14日，现代快报记者走访了解到，年
轻人秉承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想法，正在高配养宠的路上越
走越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季雨 文/摄

“眼眸如星系，璀璨映苍穹”。近日，一种新
兴的写真形式——“虹膜写真”（也称“瞳孔摄
影”）在市场上悄然兴起。区别于传统的人像摄
影，它将镜头聚焦在人类眼睛中最为神秘的虹膜
区域。对此，不少网友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也提
出了质疑：“虹膜写真是否涉及隐私泄露的问
题？”“这算不算生物信息泄露？”近日，现代快报
记者探访了位于南京的虹膜写真馆。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尹翼星 文/摄

宠物医院售卖的
宠物零食品种繁多

虹膜写真(拍摄设备为单反相机)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