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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
皮书（消费报告）》数据显示，
2024 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
市场规模超 3000 亿元，医疗市
场占比 28%；异宠饲养人数约
1707 万 人 。 与 之 对 应 的 是 ，
2024 年，我国执业兽医合计约
17 万人，其中约 4 万人从事宠
物医疗工作。

“全国宠物医院3万多家，看
似多，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三
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覆盖率不
足 30%，个别宠物医疗机构、医
生甚至缺乏专业资质。”重庆易
宠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销售负责
人赵嘉豪说。

动物防疫法规定，我国实行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制度，经注册
的执业兽医，方可从事动物诊
疗、开具兽药处方等活动。记者
梳理发现，近几年，广东东莞、黑
龙江大庆等地公布的宠物医疗
纠纷案件中，都出现过主治医生
未取得相关资质就从事诊疗活

动的情况。
异宠诊疗供需缺口更为严

重。企查查数据显示，国内异宠
专科医院相关企业不到 20 家。

“能看异宠的医院太少了，靠谱
的异宠医生更少。”一名宠物蜘
蛛的主人说。

CT设备动辄上百万元，一些
宠物临床药品依靠进口、价格高
昂……多位业内人士介绍，宠物
医疗乱象背后还有诸多深层原
因。

高成本之下，部分商家为牟
利采用了一些“非常”手段。一
名在浙江工作的宠物医生说，他
每个月要完成10万元至12万元
的营收KPI，按照客流，客单价要
达到400元，“如果上一个病例只
消费100多元，下一个病例我得
让他花上700元。”一些商家以低
价套餐吸引顾客进门，再通过增
加服务内容“宰客”；很多养宠新
手面对繁多的项目内容，一看就
蒙了，只能乖乖付钱。

记者了解到，宠物医疗纠纷
责任认定难度大，通过司法处理
时间长、成本高、路径复杂，一般
消费者都会放弃，不会深入维权。

西部某地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表示，宠物医疗纠纷往往情况
复杂，包含医生资质、用药、费用
等多方面，涉及农业农村、市场监
管等多部门，部门之间责任划定
不明晰，建议进一步明确监管主
体和职责，完善宠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做到宠物医疗问题认定、
责任划分、事后赔偿等有章可循。

重庆时代天街宠胖胖超级
MALL 相关负责人何李龙等受
访者建议，由相关部门推动制定

宠物诊疗行业标准，建立药品和
服务价格指导机制；倡导价格透
明化，可要求宠物医院通过电子
屏滚动或公告牌、线上公众号发
布价格信息等。

“近年来，一些专科院校开
设了更有针对性的宠物医疗相
关专业。可通过校企联合培训
提升从业人员的诊疗能力，加强
职业道德规范。”辽宁省畜牧兽
医学会小动物学分会原理事长
田长永说。

很多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
加强宠物医疗科技创新投入，提
升行业信息化水平，以优质供给
推动宠物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受访人士认为，目前宠物保
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
业需要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

保险机构相关负责人建议，
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
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
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评估。

“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开始
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
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
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
霞说，应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
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AI技
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
险业务处理效率。

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
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
天性或遗传性，被“一刀切”地不
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
赔范围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
副教授胥辉豪认为，保险公司可
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疾病划分、
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
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
保需求。

受访人士提醒，养宠人士选
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
保，投保前仔细阅读合同条款，收
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
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依法维权。

宠物狗绝育手术

后少了 7颗牙，宠物“名

医”无证上岗，同样的检查收

费相差几倍……

“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

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

报”……

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

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宠物健康需

求越来越受关注。但现阶段，宠物医疗

行业存在供需失衡、标准不一、监管滞

后等情况，不少宠物主人对带宠物看病

感到头疼。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

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障什么，

能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

压力吗？

据新华社

今年年初，“90后”女生依依
的宠物花枝鼠生病，她联系了多
家本地宠物医院均无法接诊，不
得不去邻市治疗。然而，邻市医
生给出手术建议，却不具备手术
条件，依依只能带着宠物又辗转
到了省会城市。

今年 3月，扬州市消费者协
会系统调处的十大消费维权典
型案例发布，其中就包括“宠物
狗绝育术后缺失7颗牙齿”。据
认定，店方未履行术前风险告知
及术中操作规范，被要求退还手
术费并承担后续牙齿检查费用。

北京市民朱女士的宠物狗拒
食，在第一家医院被诊断为胰腺
炎，检查、开药、打针花费数千
元，但一直没有好转。另一家医
院诊断为肠胃炎，转换治疗后小
狗开始正常进食。

记者走访发现，相同的检查
和治疗，一些宠物医院收费相差
数千元。“我的宠物猫排尿困难，
第一家医院治疗费要9000多元，
第二家5000元左右。”广州的林

林说。
个别宠物医院的护

理费等差异也较为明
显。“我家猫之前晚上呕
吐，询问了周围的宠物
医院，有的夜诊费要两
百块，有的要五百块。”
一名宠物主人说。

此外，宠物用药问题
近年来频发。宠物主小鞠
给猫咪做绝育时发现其子宫
蓄脓，医生先让她购买人用药
物注射，后又称猫咪患有肿瘤
需用化疗药，但提供的药品查不
到相关批文。“医院说是进口兽
药，我将药物送检后发现药品质
量有问题。”

记者查阅各地发布的动物医
疗行业违法案例发现，假药、违
法用药等情况层出不穷。福建
一家专营宠物药店负责人告诉
记者，一些不法商家无证卖药，
卖药时刮掉药品二维码；有些医
院的药品是纯英文包装，连医
院都不知道真假。

应让“糊涂账”变“明白钱”

宠物医疗频现“糊涂账”
宠物保险究竟靠不靠谱？

宠物看病“糟心事”不少 宠物看病比人贵，“参保”越来越多

宠物医疗乱象症结在哪

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
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
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
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两万元。
宠物看病比人贵，买了比不买

安心一些。”
天津市民小姜的宠物

猫因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
疗，一共花费1900多元，
保险理赔 1200 余元。
“理赔速度挺快，感觉买
保险挺有用。”小姜说。

四川一家宠物医
院的运营人员孙鸥告
诉记者，前些年宠物
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
少 见 ，现 在 明 显 变
多。今年以来，她所
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
险诊疗单40单。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
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
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
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
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推出了
相关产品。

“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
费用，有的产品把意外险也归在
医疗险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
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
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相
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
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
十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兴起，目
前市场占有率超过50%。

研报显示，国内宠物保险市
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
增长率 96.33%。有保险机构
2024 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
增长129.5%。

部分销售有套路，保障或打折扣

不少养宠人士
认为，宠物险花小
钱办大事，可以减
轻宠物医疗等费
用负担，越来越受
欢迎，但现实中有
些产品存在销售套
路，细节条款庞杂，
售后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
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

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
司官方小程序、APP或直播间投
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开展线
下活动，或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

有养宠人士反映，一些保险销
售人员存在话术“误导”。比如称
保险今天买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
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
询，销售平台客服给不出明确解释
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

上海的钟女士带宠物就医
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
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
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
但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
是“未过30天等待期”。

个别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
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

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
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
2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
没说第2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
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

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
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
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帖称宠
物医疗险报销烦琐、流程长、理赔
被拒绝。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
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
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1400
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

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宠
物猫就医并进行了手术。申请理
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
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
付门诊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
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
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
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

多款宠物医疗险要求，申请
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
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
易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
嘉豪说，部分宠物医院无法提供
全套证明材料，开具单据较为随
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
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

完善评估信息，提升理赔效率

宠物医疗 宠物保险

重庆市一家宠物医院内，宠物医
生正在为异宠诊疗（受访者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