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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家庭中养
宠家庭已超1亿户。宠物对于居民而
言，不仅是“萌萌的”毛孩子，也是可以锁
在家门里的家庭成员，是人类穿行在钢
筋混凝土丛林里的忠实伙伴。

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宠物为养宠
者、爱宠者提供了宝贵的心灵慰藉。居
民最看重宠物提供的何种“情绪价值”？
养宠者又能回馈给宠物什么呢？本期
“今晚调查”对此展开了主题调查，通过
掌上天津App和腾讯问卷网络渠道收回
有效调查问卷327份。调查显示，城市
家庭养宠已成常见现象，养宠者重视宠
物的陪伴价值，却往往难以回馈给宠物
更多的陪伴时间与充分的责任感。

养宠成习乐此不疲

周先生退休多年，今年他终于解决

了家中“猫狗大战”的麻烦。在获得短

暂宁静之后，他又养了两只鹦鹉。老伴

儿开玩笑说他“就是闲不下来、也静不

下来”。

周先生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家里有

一只忠心耿耿的大黄狗；后来当兵去了

部队，驻地也有一只威风凛凛的德牧；转

业到政法系统工作后，他一直很羡慕警

犬基地的同事们，还曾经带着儿子去基

地拜访、参观。儿子上中学时，从同学家

要了一只小狗。说是儿子要养狗，其实

日常遛狗、照顾狗的工作绝大部分都是

由周先生负责。

多年相处，周先生和“儿子的”宠物

狗感情很深。等儿子有了女友，狗也老

了。听说儿媳养猫，他还和老伴儿说：这

样也好！狗留咱家，我得看着它走。没

想到年轻人不耐烦伺候宠物，儿媳来拜

访几次后，觉得公公婆婆很会照顾宠物，

就把两只宠物猫也送给他们养。从此以

后，周先生和老伴儿开始分工合作，照顾

这三只小动物。“我家的狗来了快20年

了，这个家里（的宠物）只有它自己，突然

冒出来两只猫，你说它心里能舒服吗？

它又老了，那俩猫总欺负它，打完连跑都

不跑，它得自己挪到一边，脑袋对着墙，

躲着！要是我在家，我都不敢看它，那个

眼神特别可怜，就跟控诉我们似的。”这

只长期陪伴周先生和家人的宠物狗去世

后，周先生和老伴儿渐渐感觉体力、精力

不如以往，最终给儿子、儿媳下了“最后

通牒”，让他们领走两只宠物猫自己去

养。这件事多少引发了年轻人的不满情

绪，周先生养鹦鹉的决定也遭到质疑。

但他理由充分：“我跟儿子说，我和你妈

都这么大岁数了，伺候不了猫了。你们

也不常回家，还不许我们养养鸟、说说话

吗？他后来也理解了，还帮我从网上买

了不少给鹦鹉的小玩具。”

家庭养宠渐成常态
全部受访者中，男性占28.44%，女

性占71.56%；在年龄分布方面，19岁至
35岁占50.46%，36岁至50岁占33.03%，
51岁以上占12.85%，18岁以下受访者的
占比偏低。

几乎全部（93.25%）受访者都认为现
在城市家庭养宠物是常见现象。66.06%
的受访者及家庭成员养过宠物，33.94%
的受访者及家庭成员未养过宠物。在没
有养宠物的受访者中，有43.24%的人未
来计划养宠物，56.76%的人暂无养宠物
的规划。

即便是不养宠物的居民，也可能在
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到宠物。调查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都比较熟悉猫咖、狗咖等
以宠物为卖点的餐饮休闲类商业机构，
其中44.96%的受访者曾经光顾此类机
构；33.03%的受访者并非此类机构的消
费者，但在路过时也会忍不住停留在店
外看一看；13.76%的受访者只是听说过，
但没有去过猫咖、狗咖；极少数受访者对
此没有任何了解。

“专宠”一类但不“独美”
在家有宠物的受访者中，拥有一两

只宠物是最常见的选择，占比近八成
（79.17%）；拥有过3只以上宠物的受访
者也有两成多（20.83%）。

在宠物种类方面，养过很多种宠物
的受访者不足一成（8.33%），绝大部分受
访者倾向于只养自己偏爱的少数种类或
者单一种类的宠物。

养宠者往往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宠
物，因此每个家庭所养宠物在种类上较
为有限，但为了让宠物在人类家庭中不
感到孤独，很多养宠者还会选择同时养
多只宠物。宠物往往“专宠”而不“独
美”，成为当下家庭养宠的明显特征。在
此次调查中，有受访者表示，家中养多只
宠物不仅可以降低每只宠物的平均开
支，还可以让宠物们互相陪伴、互相教
育，形成家庭中的宠物社交环境，排遣
“心思敏感”的宠物的不良情绪。

宠物陪伴疗愈心灵
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全

网宠物兴趣人群达到3.23亿，其中，30
岁以下用户占比41.3%，46岁以上用户
占比 30.1%（其中，51岁以上者占比
19.5%）。年轻人和年长者热衷养宠已成
不争的事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
易观察到遛狗抱猫、频逛花鸟鱼虫市场
的往往是老年人；而在网络世界里，热衷
晒出自家宠物的年轻网友已经形成一支
不容小觑的“网红”力量。为什么“一老
一少”更重视宠物？

73.39%的受访者认为宠物为养宠者
提供了宝贵的陪伴；66.97%的受访者认
为养宠物能让人获得心灵的治愈；近六
成受访者表示宠物让人获得了快乐
（57.80%），也让普通人的平淡生活中多
了彼此真心相待的朋友（56.88%）；近五
成受访者认为养宠物能让人富有责任心
（48.62%）、培养耐心（47.71%）、减轻精神
压力（47.71%）；此外，养宠物也被视为能
为人们带来培养爱心、提高运动量、提升
抗压能力、获得安全感等一系列好处。

专家点评：老人养宠益身心

南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陈予

老师表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光顾

猫咖这类能与宠物共处的休闲场所，缓

释压力、放松心情；很多人会把宠物当作

家人一样看待，精心照顾，呵护备至，特

别是生活节奏较慢的老年人，在子女成

人离家后，通常会用饲养宠物来填补内

心的空虚。

陈予介绍说：“宠物虽然和人不能相

提并论，但确实能和人类产生一定的情

感联结，比如宠物狗对于主人的忠诚，宠

物猫对于主人的依赖都能让人产生被需

要、被关注的感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

满足爱与归属的需求。”

在学术界，也有研究者将动物作为

一种辅助手段来干预人类的心理健康。

比如“动物辅助干预”，这是将动物纳入

治疗进程或治疗环境因素的一种社会心

理干预方式。针对老年群体的研究显

示，动物辅助干预可以帮助认知损伤的

老人改善问题行为、认知功能和情绪状

态；还可以帮助长期居住于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改善负面情绪，提升生活质量并

促进社会互动。在干预机制上，动物被

认为能替代或促进人际交流，从而增进

社会互动；此外还能使老人体验到控制

感与自我价值，从而改善情绪状态。

陈予强调，此类研究虽然在疗效的

普遍性和稳定性上仍存在某些问题，但

总体而言，动物辅助干预对于维持和改

善特定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方面有一定助益。

科技助力“人宠交互”
宠物提供的陪伴对于人类来说如此

重要，自然而然地，养宠者想要与宠物增
加互动、增进了解。数据显示，受众最广
泛的一款宠物语言翻译器App月活用户
超过25万人次，单月月活过万的宠物翻
译器更是不胜枚举。一些养宠者不通过
翻译器而求助于真伪难辨的“宠物交流
师”，通过他人转述去“了解”自家宠物的
“想法”。当然，这些依靠科技或者人力
实现的人宠信息交流更像是某种游戏，
是自娱自乐的一种休闲方式。

为流浪动物开发的App在今年也实
现了活跃用户群的扩大。对流浪宠物的
关注，有利于推进宠物领养，能够提升流
浪动物的存活率、改善其生存环境和生
存质量，同时也能为城市风貌和生态平
衡贡献力量。

养宠需有责任意识
家有宠物的受访者每天抽出多长时

间陪伴宠物？50.46%的受访者选择了3
小时以内，30.28%的受访者选择3小时
至6小时，11.93%的受访者选择6小时至
12小时，其他时长占比偏低。虽然宠物
为人提供了宝贵的陪伴，但能长时间陪
伴宠物的主人占比较低。

并非只有养宠者才会关爱宠物，很
多拒绝养宠的受访者也表现出充分的责
任意识。在人们拒绝养宠物的原因中，
排名前三项的分别是时间和精力不足、
空间不合适、家人不同意。

如果无法继续养宠物，47.71%的受
访者希望为自家宠物寻找领养者，
24.77%的受访者会送给亲戚或朋友养，
12.84%的受访者选择通过网络转让，
11.01%的受访者会送到宠物机构，确有
极少数受访者会直接丢掉宠物。而在宠
物伤人的问题上，38.53%的受访者会担
心宠物给家人或陌生人带来伤害，
61.47%的受访者无此担忧。假设自己养
的宠物狗伤人，65.14%的受访者愿意陪
同就医，50.46%的受访者会私下道歉协
商解决，极少数受访者有其他处理意
见。我国法律对宠物饲养人的责任划分
明确，养宠者自身也要有清晰的责任意
识，认识到养宠物并非只为自己增添生
活乐趣，也为自身增加了一份管理和教
育宠物的责任。

让人宠关系更和谐
近八成（78.90%）受访者认为，养宠

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
建立了新的情感联系；六成以上受访者
认为，养宠物会给人们带来生活方式
（65.14%）、心理健康（62.39%）方面的变化；
约半数受访者认为思维模式上的变化，是
宠物给主人带来的最大的改变。

应该看到，宠物陪伴无法代替人与
人之间的社交互动；人通过养宠获得情
感疗愈，理当重视宠物正常的生活、情绪
和社交需求；要避免城市流浪宠物越来
越多，由此衍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就应
当从养宠者的资格审查、宠物管理能力
和责任承担能力等多方面入手，从根源
上减少宠物被弃养的几率。万物有灵，
生命并不孤独。人与宠物的关系，不能
只是一方做主、一厢情愿，而应该是互为
友邻、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张译丹

摄影 本报记者 高莹辉

调查显示，“一老一少”更热衷养宠，七成多受访者重视宠物带来的欢乐与陪伴——

人与宠物 可否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