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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只年均消费超6000元
市场规模突破5800亿元

宠物经济爆火
专才培养走俏

宠物相关专业招生旺

清晨，学生们早早地排起了长队，有的学生
手上拿着资料默默背诵，有的紧皱眉头嘴里念念
有词。到了上午，教学楼前设置的面试等候区座
无虚席，等待面试的学生安静地看着手中的资
料，许多穿着小蓝衣的志愿者在等候区周围巡
视，时刻关注面试者的情况，以便随时提供帮助。

这是前不久记者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校园
里看到的自主招生面试场面。据该校教务处副
处长薛贇介绍，今年该校动物科技学院相关专业
报名学生有400多人，比往年增加了不少，“可以
用越来越火爆来形容”。

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宠物医生、宠物护士、
宠物驯导等岗位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反
馈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上，开设宠物相关专业
的学校逐年增多，招生人数也呈递增趋势。记者
从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查询了“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
截至2024年，开设动物医学、动物营养与饲料、
动物防疫与检疫等专业的高职院校有168所，
2025年增加到181所；开设宠物医疗技术、宠物
养护与驯导专业的高职院校，2024年有137所，
2025年增加到155所。

需求旺，招生也旺。据记者了解，江苏农牧
科技职业学院宠物科技学院2024级比2023级
扩招了217人，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
2024年招生报录比由3:1变为5:1。

年轻人已成养宠主力

“情感寄托是宠物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
因。”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宠物医学
系主任张晓远分析说。据他介绍，该系的教师每
年都会到企业实践锻炼，提升教师实践能力，获
得最新行业知识。张晓远在企业工作中发现，许
多宠物主已将宠物视为家人，会像对家人一样每
年为宠物买保险、做体检。

“现在部分养宠人士认为宠物是‘某种特定
意义上的人’。”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宠物科技
学院院长孟婷发现，不少年轻人将不能伤害猫狗
等保护宠物的条例作为社会上的道德规范去倡
议。同时孟婷提到，新一代的年轻人养宠观念与
老人不同，他们会为宠物定制衣服、举办生日派
对、拍摄写真，甚至有的年轻人还会与宠物穿“母
子装”，将“人和宠变成一体”。

年轻人已成为养宠“主力军”。“白皮书”显
示，目前养宠家庭数量达1.2亿户，占全国家庭总
数的23%，单只宠物年均消费超6000元。同
时，在养宠人群中，“90 后”宠物主占比为
41.2%，“00 后”宠物主持续攀升，占比为
25.6%。这份调查在许多养宠人士的圈子中转
发，有评论表示，宠物是年轻人的“心灵抚慰员”，
也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对宠物的态度从“拟人化”
向“宠物本位”转变。

消费升级也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张君表
示，消费的升级加速了宠物产业完整生态链的形
成，从宠物产业上游的宠物食品到中游的医疗、
下游的殡葬等服务都在逐步完善，比如最近宠物
保险的火热便是消费升级的驱动体现。

职业素养成从业必备条件

“做过不少招生咨询，发现许多报考宠物相
关专业的学生和家长都对宠物专业很感兴趣。”
张晓远的团队曾统计，近两年，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宠物相关专业学生家中养宠物的占比为

80%。他认为，家中养宠物的学生更能够设身处
地体会养宠的感觉，这有助于他们的专业学习。

“从小就喜欢小动物，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
名宠物医生。”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宠物医疗技术
专业大二学生崔欣雨用一句话总结自己报名宠
物相关专业的原因。

记者现场采访了多位报考宠物相关专业的
面试学生后发现，不少学生在回答“为什么报考
宠物相关专业”时都表示家中有宠物，并且特别
喜欢小动物，希望通过学习深入了解宠物。有的
学生表示未来想进入宠物医院，通过自己的技术
帮助宠物治疗疾病，有的学生表示毕业之后想回
家乡建立宠物医院。

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心等素质，北京农业职
业学院把职业素养放在所有课程的第一讲，同时
在学生操作项目时也会不停地强调这一点。

事实上，从事宠物行业不仅需要具备责任
心，还需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宠物工作者在对宠物负责的同
时还要对宠物主负责，这就意味着
工作中不仅要照顾宠物的情绪，还
要照顾宠物主的情绪。”孟婷说。

“大型宠物企业第一需要的
便是社会沟通交流能力强的人，
对于公司来说这样能最大程度减
少医患纠纷。”张磊说。已经毕业
近20年的他创办的宠物企业，目
前在全国有60家连锁医院。

校企结合实践中出人才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实
训室，能够看到不同场景的宠物实训课堂：在宠
物美容课上，学生们会学习贵宾犬毛发的修剪、
梳理与宠物洗护；在大厅中央的桌子上匍匐着一
只小狗，5名学生正对其进行粪便取样，主要查
看狗狗粪便中是否存在寄生虫；在模拟手术室
中，同学们正在分组对多只狗狗进行头部包扎，
以便“受伤的”狗狗快速恢复。

除了宠物实训室，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农业
职业学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和江苏农牧科技职
业学院等多所开设宠物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都
有自己的“小动物园”。

除了校内模拟实训，校外实践也是培养宠物
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环。

张晓远介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
院实行的是“2+1”学制，即两年在校学习和一年
在企业实习。在最后一年，张晓远会特意引导学
生在企业的多个岗位实习，实习结束后，70%的
学生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样的实习机会建立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
“我们企业里三分之一的院长和医生都来自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张磊说，他已经和该校建立
校企合作超过10年。除了每年接纳200名学生
实习之外，张磊还会每学期去学校宣讲。

一家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轮值总
裁张惠利表示，在与院校合作接纳人才实习的
基础上，公司也会建立自己的人才选拔系统。
比如，建立专科医生孵化机制。基于600余家
宠物医院每年超千万例临床数据，筛选出肿瘤、
心脏等16个高需求专科方向。基层兽医通过
诊疗培训系统的实时反馈，在解决常见病例中
积累经验，达标者可进入专科导师制培养通道，
配套专项研修计划，层层递进训练最终成为专
科领域专家。

“当基层医生看到清晰的成长路径，中国宠
物医疗行业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需求的人
才金字塔。”张惠利说。

烟台夫妇卖宠物食品
一年内身家翻了一倍多

来自山东烟台的企业——中宠股
份，凭借一袋袋宠物零食、主粮，业绩近
两年爆发，股价一飞冲天，成为资本市场
的“明星狗粮厂”。

中宠股份早就被资本市场看好了，但
真正起飞是从去年开始。自去年7月以
来，其股价从17元多涨至70元，不到一年
时间轻松翻了4倍，市值突破200亿元。

2022 年到 2024 年，该公司营收从
32.48亿元升至44.65亿元，净利润从1.06
亿元增至3.94亿元，同样翻了近4倍。

在中宠股份的发家史上，创始人郝
忠礼、肖爱玲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这
对烟台夫妻的创业路，简直就是中国宠
物产业的缩影。

郝忠礼在烟台做了多年外贸生意。
1998 年，他瞅准了日本市场的宠物零食
生意，一头扎进宠物食品这行。2017年8
月 21 日，中宠股份在深交所主板上市。
不久后，阿布扎比投资局、知名私募大佬
葛卫东，都出现在当年中报披露的前十
大流通股股东名单里。

2024 年，中宠股份在国内外市场均
实现同比高增。境外市场占据营收近 7
成，产品远销全球五大洲85个国家。按
照公司最新市值算，郝忠礼夫妇手里的
股权财富一年内涨到76亿元，身家直接
翻了一倍多。

行业泡沫破灭？
警惕宠物经济陷阱

近来，多家知名宠物店出现闭店或
经营难以为继的状况。

动辄充值上万元的“高端”天价宠物
寄养机构面临倒闭，看似稳定的平价宠
物门店也随时有老板跑路的可能，为何
会出现宠物闭店潮？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宠物连
锁品牌或酒店会通过巨额融资迅速扩
张，甚至主动压价打价格战，后续造成支
出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还有一些走价
格亲民路线的门店面临房租成本上涨但
自身价格难涨的困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
为，宠物店闭店或经营难以为继，本质上
是行业野蛮生长之后的市场出清，折射
出宠物经济已经从风口期转向成熟期。

在王鹏看来，这一现象凸显了行业
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商业模式
错配。某些宠物店采取重资产经营模
式，走所谓的高端化社交路线，导致其固
定成本投入过高。同时，现金流过度依
赖预付卡会员充值，但服务频次、复购率
又不足，于是寅吃卯粮，出现资金隐患。
另一方面是运营能力不足。宠物服务依
赖美容师、驯犬师等专业人才，但专业人
才培养周期长、流动性大，核心员工一旦
离职就会导致企业丧失竞争力。一些宠
物店供应链较为脆弱，其毛利无法覆盖
需要持续投入的软硬件维护、品牌营销
等成本。

据中青网、国际商报、深蓝财经等

近年来，我国宠物诊疗市场规模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
中国兽医协会指导发布的《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国内宠物行业市场规模
突破 5800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超 200%，年均复合增长率
15.3%。其中，宠物食品、医疗及智能设备领域贡献主要增量。

宠物经济的迅猛增长，对与宠物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提出
了哪些要求？学生为什么要报考宠物相关专业？学校如何培养
出与宠物相关岗位的优秀职业人才？

一只小狗在
宠物医院进
行核磁检查

相关

提醒

宠物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宠物洗澡美容（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