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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次动辄上千元、收费不透明、存在过度检查……

宠物医院咋就成了看病“刺客”？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宠
物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查询，截至
发稿，相关投诉已多达1484件，
宠物医疗费用不合理、过度医疗
及误诊、到店虚加价格等成为消
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国联证券
统计显示，给宠物看一次病，手术
费平均在5000元以上。

记者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
发现，在网友晒出的看病“刺客”
清单中，“‘毛孩子’看病1000元
起”“一开刀就要5000元”等分
享，刺痛宠物主的神经。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以猫主
的身份走访多家连锁宠物医院。
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一家连
锁宠物医院，服务人员向带猫来
洗澡的记者推销体检服务，记者
随即询价发现，该宠物医院价目
表“未更新”，许多项目标价与实
际不符。面对价格不透明的质
疑，服务人员甩锅“问医生”，并表
示药品需要随时更新，“价格公示
做不到”。

在与多家宠物医院医生沟通
时，记者发现“因宠物不会说话”，
几乎所有医生都主动提出要先做
全身体检，就诊流程不透明、诊疗
收费不透明、用药价格不透明等
现象较为普遍。以猫咪骨折“内
固定”手术为例，有的医院报价
8000元，有的报价3000元，差距
很大。此外，给宠物拍个CT也动
辄收费上千元。

诸多不透明给本就不对等的
宠物就医环节埋下安全隐患。北
京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家猫
生病，医生说需要吃动物消炎药

“速诺”，“吃两周才会痊愈”，就给
开了28颗，共420元。“药贵、检
查贵，医生一股脑开检查，可是有
什么办法，还是要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宠
物主抱着“为了看好病”的心态，
为宠物看病买单，部分宠物医院
甚至拿看病做筹码以此敛财。“90
后”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家猫咪因
尿闭在亦庄某宠物医院治疗，第
一天就被签免责协议，每天输液
近千元，花光所有积蓄后她拒绝
再续费，医院要求她签署弃养协
议，“钱也花了，猫也没了”。

部分宠物主告诉记者，部分
宠物殡葬公司与宠物医院强绑
定，也存在价格乱象。记者随即
联系一家宠物殡葬公司，5千克
的宠物单炉火化标价800元，而
相同类型的宠物火化在另一家公
司标价299元。该宠物火化殡葬
服务中心店主介绍，因为缺乏统
一标准、价格不透明，各家价格比
较混乱。

“宠物是家人，生病了只想治好”“不怕宠物吃喝，就怕宠物生病”……近年
来，城市中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物逐渐变为许多家庭的一分子，宠物医疗
市场迅猛发展。然而，部分宠物医院收费不透明，存在过度检查、“以病谋利”现
象，让很多宠物主苦看病、看病苦，但为了心爱的宠物又不得不全盘接受，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针对宠物医院乱象，早在
2022年 10月，农业农村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在北京
等全国20个城市开展规范宠
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2023年上半年，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业农
村局集中开展规范宠物诊疗
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
查宠物诊疗机构 672 家，执
法人员发现存在诊疗项目及
价格公示位置不明显、漏标
个别宠物用品价格等情况，
并对构成违反明码标价规
定、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
为依法立案查处，累计查处
价格违法案件25件，罚没退
金额29615元。

记者了解到，由于宠物医
疗收费未纳入政府定价范围，
即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
管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
中，也还需尊重市场定价，寄
希望于通过供求关系等市场
化手段来实现自发调节。

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
医院副院长孙艳争认为，面对
消费者质疑频发的宠物诊疗
市场，加强宠物医疗市场监管
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市场自
发调节要严格遵守《动物诊疗
结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从业人员要树牢依法守法从
事宠物诊疗的意识；另一方
面，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要跟
上，加大宠物诊疗全环节透明
度和公开性，杜绝诱导消费，
让医生在手术、检查、用药时，
回归医者初心。

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
数据显示，宠物服务纠纷消费
者举证难是主要问题，涉及繁
育、清洁、医疗、寄养等内容。
中消协公开呼吁，有关部门应
尽快出台宠物服务、售后等相
关规定，加强对相关市场的规
范和引导，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

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建
议，应区分伴侣宠物和畜禽经
济动物，推动伴侣宠物保护立
法；相关部门应探索用制度规
范动物诊疗项目定价标准；建
立红黑榜制度，由主管部门或
行业协会发布动物诊疗机构
红黑榜，促进宠物医疗行业长
期健康发展。 （据半月谈）

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2023年我
国城镇犬猫数量将达 12307 万只。
《2022年中国宠物医疗行业白皮书》
显示，2022年全国宠物诊疗机构数量
达 19930 家，宠物医疗市场规模约
675亿元，并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
一边是“它经济”欣欣向荣，一边却是
宠物看病难、看病贵。

从发展脉络分析，一位从事动物
医学30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
国动物医学经历20世纪80年代“机
械替代牲畜”低潮期，20世纪90年代

“城市限养”动荡期，尤其是2013年资
本进入后连锁经营飞速扩张，一改以
前“夫妻店”模式，大大小小的宠物医
院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逐渐形成新瑞派、瑞鹏、瑞辰三
足鼎立。

资本是把“双刃剑”，带来行业变
革的同时，也导致了盈利优先、兽药滞
后、兽医培养“揠苗助长”等发展阵痛。

兽医培养“揠苗助长”

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副院
长李格宾介绍，行业高素质人才缺口
非常大，毕业生现“抢人潮”，许多同学
还没毕业就已被预订；招生端同样火
热，五年制本科近年来的招生分数逐
年升高，大学二年级转专业招录比达
到10选1。

业内人士介绍，培养一名高素质
的兽医人才，需要本科五年、临床三
年，倘若出国深造，还需三至五年时
间，而目前我国执业兽医缺口在30万
人，故两年临床的执照医生就上手术
台、刚入职的实习医生就代开处方的
问题时有发生。江苏省消保委调查显
示，12.27%的消费者称遇到过医生缺
乏资质的问题，部分诊所还存在医生
无证的情况。

盈利优先

盈利重压也导致“快消理念”风
靡。一位连锁医院医生告诉记者，他
们每天早会都要汇报营业额，门店间
每月都有评比，医生薪水计算方式也
有完整的KPI，手术开单、药物金额、
邀约客户、检查比例等都在细化考核
明目内；有的医院扩张过快，高薪挖人
后付不起医生工资，造成过度竞争；而
以快速盈利为目标的“快消理念”，逐
渐背离“医者仁心”的初心，导致许多
优秀临床人才平均待两年受不了就会
离职。

业绩要求下，行业“院快药慢”矛
盾突出。在宠物医院，检查费用往往
比治疗费用高。业内人士坦言，宠物
医疗设备价格高、使用率低且没有医
保支持，导致分摊成本较大，而近年来
随着宠物医院迅速扩张，门店“跟风
式”添置医疗设备，带来资源浪费，最
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兽药滞后

近年来，宠物医院频频因“人药
兽用”被监管部门处罚。以北京市西
城区卫健委公布的行政处罚公示为
例，仅2023年1月至今就已有12起，
萌兽天桥、美联众、博望、宠爱等宠物
医院均在近年被行政处罚。市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人药兽用”价
格低、利润可观，部分宠物诊疗机构
将人用药用于动物诊疗活动，违反
《兽药管理条例》禁止将人用药品用
于动物的规定。部分兽医告诉记者，
抛开价格因素外，我国兽药发展缓
慢，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以宠物肿瘤
治疗为例，目前仍有许多临床急需药
物缺失，医生时常面临“治与不治”的
考验。

难躲的宠物看病“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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