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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国宠物消费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主人数超过了7043万
人。而在去重后，“铲屎官”的人数为6729万
人。宠物保险市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
不小的挑战。众安保险宠物业务相关负责人表
示，竞争格局稀缺造成宠物保险同质化严重，鲜
少有公司针对特定品种、病种、年龄段进行差异
化保障。此外，由于宠物保险品种多，风险管理
和定价系统复杂，导致其出险率、赔付率较高，
部分渠道甚至已经突破100%。
  此外，宠物险市场当前渗透率依旧较低。
《2023年宠物数字化保险行业发展洞察趋势白皮
书》显示，2022年，全球的宠物保险市场规模达
到908.4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45%。
  在欧美发达地区，宠物险渗透率较高。例
如，瑞典宠物保险渗透率达到40%，而在中国，
虽然国内宠物险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但国内整
体宠物保险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渗透率尚不及
1%，对比欧美及日本市场仍有较大差距。
  对养宠人士而言，宠物医疗费用是困扰已久
的难题，造成近两年宠物险需求暴增。各大平台
希望抢先占领这部分潜力市场。
  其实，一系列精密的保险细则之下，也有保
险公司防止骗保行为的考量。比如，因为宠物险
有等待期，一般意外等待期是10天，疾病等待期
是30天，癌症及口腔疾病等待期是60天-90天，
一些宠物主人会联合宠物医院修改看病日期，最
终实现“带病投保”。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很多保险公司还是会希
望通过跑马圈地，抢先占领市场，且对保险公司
而言，宠物险也是一个流量入口，未来这些年轻
人是其他更高利润的保险产品的潜在用户。
  只是，当下宠物险细节条款庞杂，并没有形
成统一市场标准，加上参差不齐的售后服务，依
旧处于野蛮生长。
  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购买前仔细查看保障
责任详情，以确保保障范围能够覆盖个人需求。
另外，大部分宠物保险都含有增值服务，包括疫
苗、驱虫、在线问诊以及营养咨询等，消费者不
妨多挑选几款宠物保险进行对比。
                本报综合

  “铲屎官”王琪最近给宠物治病，花掉了近
一年的薪资。起因是，王琪的猫从四楼意外坠
伤，在医院各项检查及手术之后，花费25000
元。在教培行业工作的她，目前月薪3200元，
再去掉寒暑假无薪资，这几乎相当于王琪一年
的薪资。尽管王琪在初次养猫的时候便买了宠
物险，但因为单次事故最高限额，最终只报销
了1500元。
  “宠物看病太贵了”，几乎是所有买宠物险
年轻人的首要原因。《2023年宠物数字化保险行
业发展洞察趋势白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宠物平均单次就诊花费中，宠物猫为2390元，
宠物狗为2786元。年轻人在宠物医疗上所花费
的费用也在逐年递增，这从“宠物医疗第一
股”新瑞鹏的业绩可见一斑，2020年-2022年
其营收分别为30.08亿元、47.84亿元、57.40亿元，
连年递增。
  由于宠物无法自己讲述病情，在诊治环节往
往需要依靠医疗器械的多环节检查，才能得出病
因，这导致宠物在前期查病因时的花费过高。而
宠物其他医疗治疗药物、手术价格也不菲，宠物
生一次大病，基本要花费主人几千元到上万元
不等。
  记者发现，目前宠物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
且价格不透明，宠物医院会主动向客户推销宠物
险。王琪说，她去医院时，对方会直接问有没有
保险，没有的话建议买一个。由于宠物医院并没
有明确给王琪推销哪种保险产品，在她看来，这
些医院是想“帮”一部分宠物主人减轻的经济压
力，这样才能获得“回头客”。
  调查显示，多数人在买宠物险时，都是希望
宠物需要大病治疗的时候，能够没有经济上的
压力。
  如今，市面上入局宠物保险的有三类企
业，一是传统险企，如人保财险、太平洋保
险、阳光保险等；二是互联网保险企业，如泰
康在线等；三是支付宝、京东、抖音等互联网
巨头利用流量优势，联合保险公司主推宠物医
疗保险。
  宠物险购买多集中在一个月30元-40元的中
等套餐价格区间，单次事故最高保障额度在1500
元-2000元，这样宠物主人在一年只需花费几百
元，便可以进行宠物险体验。
  有业内人士表示，平安产险曾经推出一款价
格为3000元一年保费的宠物险，单次最高保障额
度在10000元，但这款产品她在后台已经查询不
到，在她看来，目前年轻人并不愿意为过高的保
费买单，高端宠物险市场并不大。

  事实上，当年轻人购买宠物险那一刻，几乎就
开始陷入无尽的“套路”之中。一部分原因在于，
年轻人购买宠物险时，并未认真查看条款细则；另
一部分原因在于，藏在宠物险中的各种“文字游
戏”，只有报销时用户才能真切感知到。
  记者调查市面上多款宠物医疗保险发现，其保
障责任比较相似，但是保障的范围还是有较大差
别。例如，定点医院的数量、年度赔偿限额(5000
元-30000元不等)、单次事故赔偿限额(500元-2500元
不等)以及是否有免赔额和年度理赔次数限制等。
  宠物险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个数字是免赔额
度、单次事故最高赔付和保险金总额。以支付宝平
台上的39.9元/月套餐为例，报销条件为“门诊200
元起赔，手术0元起赔，定点医院报销70%，非定点
医院报销40%”。
  王琪介绍，养宠物一般小毛病居多，大病一年
当中发生的概率很小。比如，她给猫治疗耳螨，花
费了260元，去掉免费额度，在定点医院可以报销
35元，但报销需要上交很多材料，需要让医院开病
历单、盖章、提供发票、实时上传拍摄宠物治疗时
照片，如果只是报销35元，她觉得这些流程太过繁
琐，一般会选择放弃报销。
  而这次她的猫意外坠伤，去医院做了好几次手
术，都只能算作单次事故，最高只能赔付1500元。
如果想要达到15000元/年的医疗总报销额度，意味
着猫要在一年内出现10次大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情。
  小病没必要报销，大病报销额度又是杯水车
薪，最终，宠物险对宠物主人而言，更多是购买一
个心理安慰，是能“回一点本是一点”。
  各个平台的宠物险细则也参差不齐，一般宠物
险是按月缴纳费用，而王琪了解到的另一款宠物
险规定，如果要报销，必须把一年中剩下的费用
补齐。
  此外，选择定点医院可以实现更高报销比
例，但也意味着只能走正常收费流程，并且定点
医院很难给予较大的优惠价格。王琪说，其实以
前她经常会私下跟宠物医院协商，看能否免掉住
院费等，这样整体计算下来，宠物险有时显得有
些鸡肋。
  另一位养宠人士表示，她对比总结了各个平台
的宠物险，没有一个产品可以让宠物主人较大程度
规避宠物的高额医疗费用风险。“目前看到的宠物
险，都是只能稍微缓解一点压力，报销几百元或者
几千元”。
  但即使成功理赔后，很多宠物主人遇到的另一
个问题在于，因为有过理赔记录，他们无法续保，
客服也并没有给予清晰地解释。
  业内人士表示，对保险公司而言，每一类套餐
的推出，肯定要保证有利润率，绝对不会做赔本的
买卖，这都是保险精算师根据各种宠物白皮书，以
及宠物医疗费用趋势，精心计算得来的套餐。

含增值服务，不妨多方对比

不同产品保障范围有差别

买宠物险“就医压力”依然大

宠物险里有“套路”

保障责任详情得看清

   随着“它经济”愈演愈烈，宠物保险需求也随之升温。《2023年宠物
数字化保险行业发展洞察趋势白皮书》相关数据显示，宠物保险投保在

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保持80%以上的增速，成为“90后”“95
后”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科学爱宠的重要消费选择。但

很多“铲屎官”购买宠物险后面临“小病看不
了，大病保不了”的困境，宠物险里有什

么“套路”？购买时需要注意什么？记者进
行了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