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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居家养老生活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路径探析

——基于北上广深及周边 66 个社区的调查

孔缘援　刘丽　赵芮迎

黑龙江职业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100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居家养老成为主流养老模式，本次调研以宠物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为主题，旨

在探讨宠物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老年人对宠物的需求以及宠物饲养中面临的挑战。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文献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研对象涵盖 60 岁以上的居家养老老年人、宠物饲养者等等。调研结果显示，宠物对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提升生活幸福感。宠物饲养还促进了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有助于改善生

理健康。本调研为完善居家养老服务、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同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

了参考。

关键词：宠物；居家养老；幸福感

1 引言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的当下，养老问题已

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充满议论性话题。据权威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 2.2

亿，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5.6%，预计未来老龄化速度将持续

加快，到 2030 年前后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20.0%；之后持续

快速上升至 2060 年的约 37.40%，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

2080 年及之后的 46.0% 左右，届时中国 8 亿总人口中将近

一半是老年人 [1]。

在养老模式的多元探索中，居家养老凭借其能给予老

人熟悉生活环境、家人陪伴等优势，成为众多老年人的首选。

近年来，一个与居家养老紧密相连的新趋势正悄然兴起——

宠物陪伴在居家养老生活中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从温馨

的社区小道，到宁静的老人居所，常常能看到老人与宠物相

伴的温暖画面。在人口老龄化与独居老人数量增多的大背景

下，宠物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动物伙伴，更逐渐成为慰藉老人

心灵、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情感寄托。

2 调研背景与目的

2.1 调研背景

银发族，正在成为养宠主流人群。社交平台上，年轻

人纷纷晒出长辈花式“溺爱”毛孩子的行为……《2022 年

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2 年，国内养宠人群中，

70 前占比 7.6%，70 后人群占比 16.2%。随着养宠观念的变

化，越来越多的老人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养宠老年人群科

学养宠意识提升，宠物消费“拟人化”趋势明显，在宠物主

食、营养品、医疗各细分类目的支出均迅速增长，萌宠“富”

养成趋势。欧瑞国际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中国宠物行

业市场规模达到 847 亿元，在过去 18-23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5%，且预计未来 24-27 年依旧会保持双位数的增长。

2.2 调研目的

2.2.1 了解宠物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通过调研，分析宠物陪伴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如缓解

孤独感、焦虑等）和身体健康（如促进运动、改善生活习惯等）

的积极作用。宠物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情感陪伴，缓解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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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焦虑情绪，也可进一步验证宠物在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作

用，推动社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视。

2.2.2 识别宠物主题居家养老的挑战与问题

宠物主题居家养老鼓励老年人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养

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养老院等集中养老机构的依赖。这

样不仅降低了政府和社会在养老设施建设、运营方面的投入

成本，使社会养老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有效缓解

社会养老负担，宠物陪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老年人对子

女或社会照护资源的依赖，缓解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压力。

2.2.3 探索宠物主题居家养老的创新模式

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主要聚焦于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

基本需求，而宠物主题居家养老为养老服务领域开辟了新方

向。通过引入宠物元素，将宠物护理、宠物陪伴等服务融入

居家养老体系，形成一种集宠物关爱与老人照护为一体的特

色服务模式，满足了部分有养宠需求老年人的特殊养老诉

求，进一步丰富了养老服务的供给内容，推动养老服务多元

化发展。

2.2.4 为相关政策和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调研结果为政府、社区及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数据支持，

推动宠物主题居家养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服务体系的完善。

可以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参考，帮助其开发与宠物相关的养

老服务产品，可以为宠物行业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3 调研对象与过程

3.1 调研对象

3.1.1 老年人包括：

有宠物陪伴的老年人：了解他们选择宠物陪伴养老的

原因、宠物在生活中的作用、与宠物的互动方式，以及宠物

对他们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等。

无宠物但有意愿养宠物的老年人：探究他们有此意愿

的动机，对宠物种类、性格、饲养难度等方面的期望，以及

在宠物饲养方面存在的顾虑和担忧。

无宠物且无意愿养宠物的老年人：询问他们不养宠物的

原因，是出于个人偏好、健康状况、经济因素还是其他考虑，

同时了解他们对宠物主题居家养老模式的看法和接受程度。

3.1.2 宠物相关从业者包括：

宠物医生：了解老年人饲养宠物时常见的健康问题，

针对老年人群体养宠的特殊医疗需求和建议，以及宠物医疗

费用对老年人养宠的影响等。

宠物美容师：了解老年人对宠物美容的需求和消费习

惯，例如美容频率、服务项目偏好等，以及宠物美容服务在

宠物主题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可操作性和发展空间。

宠物用品销售商：了解老年人购买宠物用品的种类、

品牌、价格区间等消费特点，以及他们对宠物用品市场在宠

物主题居家养老领域的发展趋势的看法。

3.1.3 养老服务机构人员包括：

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者：了解他们在为养宠老年人提供

服务时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如宠物护理是否纳入服务范围、

如何协调养老服务与宠物照料等。

养老机构管理人员：了解他们对宠物主题居家养老模式

的看法和态度，是否有相关的服务经验或计划，以及在机构

运营中如何平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宠物饲养的相关问题。

3.1.4 宠物行业专家包括：

了解宠物行业的发展趋势，宠物主题居家养老模式在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案例，以及该模式在未来养老市场

中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等。

3.1.5 老年人的家庭成员包括：

了解他们对家中老人养宠物的态度，是否支持宠物主

题居家养老模式，在老人养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提供的

帮助等。

3.2 调研过程

3.2.1 调研准备

3.2.1.1 确定调研主题与目标 

明确调研的主题为“宠物主题居家养老”，并设定了

调研目标，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宠物陪伴、居家养老、老年

人心理健康等相关领域的文献，了解宠物在老年人生活中的

作用、现有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政策。

3.2.2 数据收集

3.2.2.1 问卷调查

问卷通过线上平台（如微信、问卷星等）和线下社区

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 500 份 .

问卷内容包括：

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

宠物饲养情况（宠物种类、饲养时间、日常照料等）；

宠物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情感陪伴、身体健康、社

交活动等）；

饲养宠物面临的困难（经济负担、健康风险、照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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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

3.2.2.2 实地观察

(1) 黑龙江：冰天雪地中的温暖陪伴

现状：黑龙江冬季漫长寒冷，老年人户外活动受限，

宠物成为重要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许多老年人选择饲养

耐寒犬种，如哈士奇、阿拉斯加等，并积极参与宠物社群活

动。

问题：宠物医疗服务资源相对匮乏，宠物主题养老社

区建设滞后，老年人对宠物饲养知识了解不足。

机遇：依托冰雪旅游资源，发展宠物友好型旅游项目，

打造特色宠物主题养老社区。

(2) 北上广深：快节奏生活中的情感慰藉

现状：北上广深生活节奏快，子女陪伴时间有限，宠

物成为老年人排解孤独、缓解压力的重要伙伴。老年人更倾

向于饲养小型犬、猫等易于照料的宠物，并注重宠物健康和

生活品质。

问题：城市养宠政策限制较多，宠物饲养成本较高，

老年人对专业化宠物养老服务需求强烈。

机遇：发展社区嵌入式宠物养老服务，提供宠物寄养、

训练、医疗等一站式服务，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

3.2.3 案例分析

《银发族“育儿式养宠》

今年 68 岁的李叔叔和老伴养泰迪犬“豆豆”已经 3 年了。

“一天至少遛三次，每天除了吃狗粮还要吃两个鸡蛋，今年

看病花了两千多，要学习怎么养好它，弄明白什么能吃什么

不能吃。”走访过程中，不少老人向 AgeClub 表示，“养狗

就像养孩子一样，要对它负责”、“养猫很快乐，我们是互

相陪伴”、“我们感情很深的，像家人一样”。在为宠物消

费方面，“有钱有闲”的银发族展现了较强的消费意愿与消

费能力。

3.2.4 数据分析

3.2.4.1 宠物消费市场数据分析

根据欧瑞国际数据，2023 年，中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

达 1010 亿元，是全球第二大的宠物市场。而美国宠物行业

市场规模是中国的近六倍，与之相比，中国仍有非常高的发

展潜力空间 [2]。

3.2.4.2 宠物规模数据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及测算，我们预计 2024 年中国宠物市场

规 模 将 达 到 3453 亿 元， 较 2023 年 增 长 5.8%，2019-2024

年 CAGR 约为 7.8%。其中，2024 年宠物食品市场规模将达

到 1668 亿元，占比约为 48%，为四大赛道中占比最高；宠

物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 940 亿元，占比约为 27%；宠物用

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513 亿元，占比约为 15%；宠物服务市

场规模将达到 332 亿元，占比约为 10%。

3.2.4.3 宠物保险市场数据分析

近年来，随着宠物主养宠观念的转变，宠物身份愈发“拟

人化”。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兴宠物服务中的宠物保险应运

而生。目前国内宠物保险主要分为疾病险、意外险、责任险

等类别，如众安保险、大地保险、中国平安等保险公司也已

经陆续入局。2008-2023 年期间，无论是保险公司侧还是宠

物主侧，都可以发现宠物保险市场的飞速增长。而从渗透率

来看，中国的宠物保险渗透率与头部国家相比，具有相当大

的成长空间。

4 调研结果

4.1 银发族消费能力强，付费意愿高

多家宠物店店主表示，中老年人群是店铺的主要消费

人群，有开在小区附近的社区宠物店主说，“来店里消费的

中老年人比年轻人要多”。有宠物店主表示：相较于年轻人，

老人更愿意为价格高的宠物服务项目消费，更愿意听自己讲

解、推荐价格高的项目，有些老人认为只要是对自己宠物好

的，都可以尝试。

4.2 稳定回购，信任消费

与为自己购买商品的信任消费习惯一致，老年人在选

择宠物店、选定宠粮品牌等方面，忠诚度高，会持续复购。

年轻人往往更愿意尝鲜，尝试新的宠粮品牌。但老人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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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住所附近的宠物店稳定消费。据多家宠物店主反馈，中

老年消费者通常会定期到店里给宠物洗澡、美容，熟客多。

4.3 重视宠物健康消费

《2022 精致宠物消费白皮书》显示，70 后养宠人群重

视宠物健康，更爱在直播间购买诊疗、保健用品。老人为宠

物驱虫、体检、绝育等基础健康消费意识在提升。家里养有

一猫一狗的彭叔叔表示，每年要打三到四次疫苗。当宠物出

现呕吐、肠胃问题等，老人们带宠物进行治疗的积极性高。

可以说，在维持宠物健康、治疗方面，老人们毫不吝啬，甚

至有部分老人希望给宠物“最好的”看病体验，主动提出升

级治疗服务。

4.4 好学、听劝：科学养宠意识提升

一直以来，老人“不听劝”常常成为讨论的焦点。然而，

走访发现，老人对于科学养宠的知识的需求十分强烈，学习

热情高涨，愿意“听劝”。线上，老人们通过浏览短视频等

方式学习科学养宠的知识。线下，老人会通过听宠物店店主

介绍、宠物医院医生科普，增加自己的科学养宠知识储备。

4.5 消费决策受子女、同龄人影响大

中老年人养宠，全家参与消费的现象很普遍。以选择宠

物食品品牌为例，走访过程中，AgeClub 发现，老人们购买

狗粮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子女选定具体产品，直接网

购邮寄到家，熟悉网购的老人会在子女的推荐下自行网购；

另一种是，老人受到一起遛狗的同龄朋友推荐，到宠物店、

超市等线下场所挑选购买。

5 成果发布与推广

5.1 发布调研报告

将调研报告通过学术期刊、行业会议、社交媒体等渠

道发布，向公众、政府、养老服务机构、宠物行业等传递调

研成果。

5.2 举办研讨会

组织宠物主题居家养老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从业者、政策制定者等参与，共同探讨调研成果的应用和

推广。

5.3 推动政策与实践

根据调研结果，向政府和社会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宠

物主题居家养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与养老服务

机构、宠物行业合作，探索创新服务模式。

6 调研的局限性与改进方向

6.1 样本量有限

由于时间和资源限制，问卷样本量相对有限，未来可

以扩大数据来源，除问卷调查在收集一些社交媒体的数据，

进一步提高调研结果的代表性。

6.2 地域局限性

本次调研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未来可以扩展到二三

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了解不同地域老年人的需求和挑战。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宠物在居家养老中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解

老年人的孤独感，提升其身心健康。老年人对宠物的需求较

高，但宠物养护存在一定挑战。

7.2 建议

政策层面：政府应鼓励社区开展宠物友好型养老服务，

提供宠物养护支持。

社会层面：社区和养老机构可以组织宠物相关的活动，

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

家庭层面：家庭成员应关注老年人的宠物饲养情况，

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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