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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观察

隐性消费 标准不一 监管缺失

随着社会的
发展，越来越多
的家庭养起了宠
物，宠物经济也
随之兴起。在宠
物经济的最末
端，即如何为宠
物 办 好“ 身 后
事”，市场也有着
越来越个性化的
需求和选择，随
之而来的是隐性
消费、服务标准
不一、监管缺失
等新问题，亟待
解决。

本报记者

屠瑜 陈佳琳
实习生 陈劲嘉

观
察 办好宠物“身后事”亟待规范

宠物“身后事”包括殡葬和火化。前不

久，“给宠物做殡葬真的有必要吗”的话题上

了微博热搜，引发网友讨论。网友“@宠物之

爱”认为，给宠物做殡葬服务是非常有必要

的，这不仅是对宠物生命的尊重和缅怀，也是

对宠物主人情感的承载和疗愈。而网友

“@momo”说：“宠物殡葬听起来太奢侈了，我

们人类自己的殡葬都越来越简化，宠物何必

这么大费周章呢？”

尽管对于宠物殡葬的必要性存在不同声

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新行业正在逐渐成

为宠物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宠物主人

对于宠物“身后事”的需求不仅仅是基本的火

化处理，更多的是对宠物情感的寄托和对生

命的尊重。他们愿意为这种情绪价值付费，

希望通过专业的殡葬服务来表达对宠物的最

后告别。

冬至刚过，上海某宠物善终机构便迎来

了业务高峰期，负责人小毛（化名）忙得不可

开交。作为宠物殡葬师，小毛从业已有7年。

许多毛孩子面临生老病死时，宠物主就会前

来求助：“如何帮助毛孩子善后？能否体面地

送它们最后一程？”算上小毛，机构一共有4名

宠物殡葬师，能够为宠物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服务，一个月30至45单已是常态。

选择宠物殡葬的消费者中，汪晓梅是其

中一位。她的宠物狗“巧克力”去年因心脏病

去世，令她悲伤万分。她表示，尽管宠物殡葬

价格相对较贵，但如果服务好，也愿意选择这

样的服务。她认为，仪式感非常重要，她对视

频目睹整个仪式过程感到满意，尤其是工作

人员的专业性和细致入微的关怀，这对于宠

物主人的心理安慰非常重要。

另一位宠物狗主人刘萍（化名）则没有汪

晓梅那么幸运。她希望宠物殡葬服务能够保

障服务质量，哪怕价格稍高一些。她遇到的

问题是，服务不到位且收费偏贵。

刘萍的宠物狗妮妮因乳腺肿瘤扩散至心

肺，最终进行了安乐死。为了处理妮妮的后

事，她决定从昆山前往上海。商家最初告知

她，套餐价格为1089元，包含20公里的免费

接送服务。然而，由于实际距离超过40公里，

商家要求她额外支付200元路费。尽管刘萍

同意了，但在火化仪式结束后，商家却告知她

需要自行打车回家，让她感到困惑和不满。

商家在服务过程中也存在多个问题。比

如，在给妮妮剪毛时，商家不小心剪伤了遗

体，留下了几厘米的伤口，这让刘萍愤怒。套

餐中原本明确包含了全程陪同火化，但在前

往火化仪式地点途中，商家突然告知火化与

告别仪式是分开进行的，且两地相距一个多

小时路程，若要陪同火化，需额外支付400元。

刘萍说，商家在费用说明上也存在误

导。套餐价格内原本包含骨灰盒的费用，但

事后商家却告知只能提供基础款的骨灰盒。

如果想要挑选其他款式，还需要额外支付费

用。这种隐性消费让她感到被欺骗，认为商

家应该在服务前就明确告知所有可能产生的

额外费用，而不是临时加价，以便她能够作出

更明智的选择。此外，商家带刘萍去的所谓

火化点也是非法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

理中心是本市唯一一家专业处理病死动物以

及病害动物产品的公益性事业单位，隶属于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为了满足宠物的接

收需求，该中心目前有两个接收点，一个在奉

贤，一个在宝山，需要宠物主人自己送过去，

但所有的火化工作都在奉贤接收点附近的中

心总部进行。目前收费标准是集体处理30

元/只，单独处理是600元/只，并不因宠物体重

不同而不同，骨灰盒目前是赠送。该中心只

有火化服务，没有殡葬服务，火化服务也不允

许全程目睹。

“宠物殡葬作为新兴行业，尚处于法律和

监管的盲区，导致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小

毛举例说，很多宠物殡葬店都是无证经营，或

是没有线下实体的经营场所，他们没有规范、

标准的操作流程，甚至不会对毛孩子的遗体

进行清洁消毒，有时还会扮演“中间商”的角

色，一旦接单，就将其“外包”给有实体门店的

店铺。许多无证经营的店铺无法将毛孩子的

遗体送到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火化，

就自行将它们拉到偏远郊区处理。

宠物主人在面对宠物去世时，本就承受

着巨大的情感压力，而宠物“身后事”行业乱

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增加了他们的

困扰，也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

从业多年的小毛，一路走来，遇到不少困

难，对宠物“身后事”行业也有了崭新的认知。

他告诉记者，开设宠物殡葬店面临的首要

难题是获取相应的证件和资质。“要顺利拿到

营业执照，需要克服诸多难点。”小毛举例说，

硬件上，实体门店的卫生标准需要严格对照宠

物医院，消毒杀菌、装修通风等方面都有讲究。

选址是第二道关卡。小毛本想选择居民

住宅区，但要考虑是否会对周边住户产生负

面影响，后来又把目光投向文创园区，许多老

板也对殡葬行业多有忌讳。如今，这个困境

还在延续。小毛透露，其所在的宠物善终机

构在某商圈内也有开店。但随着周边商业机

构的不断入驻，物业公司决定不再续约，因此

后续计划迁至郊区。从业以来，小毛不断摸

索学习，链接需求，他所在的宠物善终机构形

成了一套趋于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先是宠

物主咨询，由宠物殡葬师为毛孩子进行遗容

整理与告别仪式，再将其送至位于奉贤区的

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火化，收集骨灰，

最后根据宠物主的需求选择入葬方式。

他也曾发现，许多宠物主由于缺乏宠物

殡葬的相关认知，随意地将毛孩子的遗体掩

埋，造成许多安全隐患。比如，一位来自浦东

的宠物主挖开了小区外靠近地铁站的绿化

带，将狗狗的遗体埋了进去，既破坏了公共区

域的环境，又不符合土埋的标准。“这也是宠

物殡葬行业存在的意义所在。”小毛说。

对于网络上盛传的“宠物殡葬是暴利行

业”的说法，小毛并不认同。随着无证经营的

商家越来越多，宠物殡葬这一热门赛道也越

来越“卷”，业务也趋于复杂化。以小毛所在

的宠物善终机构为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只

收取告别仪式费用与火化费用，基础定价分

别在400元左右。“除去上门接送、定制相框、

平台运营、人员成本、物资耗材等费用，盈利

的部分占比并不高。”

在小毛眼里，宠物殡葬是辛苦行当，24小

时随叫随到，有时回来刚想休息，接到电话又

得出门，每次两小时起步。有一次与同事一起

赶到崇明，从晚7时干到次日凌晨3时。但每

次得到宠物主的认可，他感到付出是值得的。

面对宠物殡葬行业存在的种种

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专业人士，立

法和监管已成共识。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王

帅分析，当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爱上养宠。养宠也日

益在年轻人中流行。越来越多的人

把宠物作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宠物

经济随之迅速崛起。包括跟宠物相

关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行业，都

会飞快发展并日益精细化，宠物经

济强调的是一种陪伴诉求。“但我们

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整个宠物经济的

发展是不适配的，是滞后的，无论是

宠物经济的前端还是后端，都遇到

了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一

个过程。”

王帅认为，对于宠物身后事这

个行业要加强引导，立法和监管是

当务之急。一方面要满足市场的需

求，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安全风险，包

括疾病的防控、火灾隐患的排查

等。政府应建立相关的监管体系，

包括执法部门、行业协会和消费者

组织等，以加强行业的监督和管理。

上海市益彩飞扬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查振良说，现在各行各业都

想在宠物经济的新赛道上讲故事、

说产品，但首先需要有规矩，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立法是第一位的，

应通过立法明确行业标准和规范，

为行业提供清晰的指导。然后，行

政监管和科普教育可以两头一起

推动。

小毛建议，监管部门可以委派

专业的工作人员对网站上的宠物殡葬店进

行线下审核与评估，最大限度地将不法行

为扼杀在摇篮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目

前，宠物殡葬服务并不成熟。我也期待着

能做到行业里的‘标杆’，形成规范化、标准

化的服务流程，为行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

量。”小毛说。

公益人士王明（化名）透露，殡葬服务

的营业执照相对好办，火化许可很难办，他

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办出来，但市场又有

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让移动火化车等非法

火化方式有了生存空间。他认为，发展宠

物“身后事”行业具有一些特殊属性，必须

由政府主导，疏堵结合，要加强顶层设计，

相关部门携手并进，深化工作布局，促进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希望行业能够迎来

更加规范、透明、人性化的服务时代，让每

一位宠物主人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场温暖

的告别。

行业乱象 服务参差不齐缺乏监管

各
方
建
议

立
法
应
跟
进

监
管
须
加
强

商家视角 宠物殡葬并非暴利行业

▲ 殡葬师为汪晓梅的宠物狗遗体清理美容 受访者供图

▲ 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奉贤服务点 屠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