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宠物险销售有套路 保障或打折扣

完善评估信息 提升理赔效率

宠物看病比人贵“参保”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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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上海工作
的丹妮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
种广告之间挑得眼花缭乱。“想买
但不知道该买哪款，很困惑”。

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
达到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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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多
方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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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士认为，宠物保险满足了
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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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
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
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
存在一些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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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显著提

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
对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
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相关平台和
企业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
供更加细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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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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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
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
一样为宠物购买保险。《2025年中国宠
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超过 1.2
亿只，较2023年增长2.1%，宠物精细化
养育渐成趋势。

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
多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
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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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
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从数百元
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
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
中在400元左右。

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
透率较低，但近年来增长较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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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市场巨大，宠物险服务和体
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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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二个月被扣
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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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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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乐山的天天2月初申请理赔，
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
3天至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
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
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
他材料。

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
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
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
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儿费劲。”一名
养宠人士说。

看病比人贵 宠物保险靠不靠谱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黄
垚 夏天）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热带
风暴级）于6月11日8时在南海中西部
海面生成。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蝴蝶”
将以每小时10公里至15公里的速度向
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预计“蝴蝶”将逐渐向海南岛南部
沿海靠近，并于6月13日凌晨到上午在
上述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到台风
级，10级至12级），之后可能于6月13日
夜间在广东西部到广西沿海再次登陆
（热带风暴级到强热带风暴级，8级至10
级），登陆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减弱。

受其影响，6 月 11 日 8 时至 12 日 8
时，巴士海峡、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
海峡、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广东沿海、
海南岛沿海将有 6 级至 8 级大风，南海
中西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风力将有 9
级，阵风可达10级至11级。广东中西部
沿海、广西沿海、海南岛大部、西沙群岛等
地有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部分地区
有暴雨或大暴雨（100毫米至150毫米）。

三沙海事局指挥中心从6月9日开
始已组织疏散货船、客滚船、工程船等
大型船舶共19艘离开西沙海域前往海
南岛或北部湾海域避风，小型船艇已全
部吊装上岸。同时，海南海事局已向西
沙海域附近的国际船舶发布航行警告，
注意避开影响区域。

台风“蝴蝶”
将为南海华南
带来风雨天气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
频繁扰民。6月1日至9日，北京市密云
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抓蛇类警情9起，5
月以来共处置此类警情30起。

“昨天晚上就发现它了，今天一早
又出来了，我都不敢进厨房了。”6 月 9
日，密云区溪翁庄镇东智东村一住户家
中，一条蛇“赖”在厨房内不走，户主无
奈只好拨打119求助。密云区溪翁庄消
防救援站队员到场时，已不见蛇的踪
影，好一番寻找后，终于在暖气片下方
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两名消防救
援人员利用捕蛇器快速将其抓捕，为蛇
办理了强制“退房”。

当天晚上，溪翁庄消防救援站再次
接到报警，报警人称在自家鸡圈里发现
一条蛇。这条蛇“偷鸡不成蚀把米”，被鸡
圈内的渔网缠住了身体。消防救援人员
利用捕蛇器将其夹住，将蛇“打包”带走。

6月8日晚，密云区穆家峪镇羊山村
一处院内出现一条蛇，穆家峪消防救援站
队员到场后将蛇抓走。当天，密云区鼓楼
消防救援站也连续接到两起抓蛇警情。

■消防提示
最近蛇类频繁出没，到处“旅游打

卡”，若与它们相遇，务必保持冷静，可
以缓慢后退，绕行避开，不要主动攻击
或捕捉蛇，避免激怒蛇。若蛇进入家中
或公共场所无法处置，可拨打 119 或联
系专业捕蛇人员。 据《北京晚报》

刚抓“赖房客”又见“偷鸡贼”

天热小心蛇出没

困惑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