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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因、英短、布偶、暹
罗，北京三里屯的一家大型宠
物店里，几十只热门品种猫被
分置在宠物柜里对外展示，柜
门上标注着猫的品种、性别、
年龄等信息。不少爱宠人士在
店里“撸猫”，一对情侣抱着
自己选中的爱猫，准备和店员
签合同。
　　《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发
现，养宠物成为年轻人的生活
方式，宠物店也开进了年轻人
聚集的三里屯等商圈。店里的
品种猫普遍售价几千到上万
元不等。除了传统的一口价买
断，用户还可以“领养价 +每
月生活费”的方式拥有自己的
小猫。有的店面还承诺领养费
为 0，养宠者只需每月按时支
付生活费就可以实现“免费领
养”。
　　然而，透过宠物店的温馨
画面，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类
似 0元购、分期付款领养宠物
的模式却成为众矢之的。众多
网友留言表示，这种打着“领
养”“爱心”的幌子贩卖品种
猫的套路就是新型“猫贷”，
套路多、解约难，遇到“星期
猫”更是有苦难言。在宠物经
济盛行的当下，为何这种免费
领养却成为雷区？

“免费领养”变猫
贷

　　宠物领养馆里，店员指着
柜里一只标价 7600 元的缅因
猫介绍，用户还有更划算的选
择：0元领养，然后每月按时
支付 588 元的猫咪生活费。
　　有用户反馈，各种套路加
起来比单纯买猫更贵。对此，
宠物店工作人员表示，生活费
根据签订的协议按月支付满
两年，尽管总价算起来似乎比
一口价要高，但这些成本已经
包括了平时养猫的成本。“猫
砂猫粮这些东西养猫是免不
了的，可以从我们这儿拿货，
跟电商平台一个价。”
　　然而，从走访情况以及社
交媒体上用户反馈的问题来
看，大量纠纷恰恰围绕着“按
月支付”的模式集中爆发。有
用户吐槽，店员介绍时说好
每个月支付，但签合同时又让

一下交齐三个月的费用，根本
“不给思考的时间”。此外，
店里承诺的猫砂猫粮其实价
格贵得离谱，而且质量也很
差，用户因此感觉被“坑了”。
　　除了围绕养宠用品的价
格、质量产生的争议，猫咪本
身的健康问题也是出现纠纷
的重灾区。
　　有领养人签订协议带走
一只喜欢的金渐层，发现小猫
耳朵里分泌物较多，店员表示
小猫健康没问题。然而，当他
带小猫去宠物医院做常规检
查时，却发现小猫软便、贫血，
体内有炎症。因此，他和宠物
店协商解决，但商家表示之前
承诺的“重疾险”只包含猫瘟
和猫传腹两种病症，领养人仍
然需要按照协议支付生活费，
如果不同意，需以 6000 元买
断。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这种
宠物生病、死亡后，领养人迫
于协议仍需继续还款的问题
颇为广泛。这些协议通常暗藏
着高昂的总价、不合理的分期
期限和严苛的违约条款，协议
签订后，商家每月在顾客支付
宝或者微信上自动扣款。
　　小迪（化名）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她当时被“免费
领养”的信息所吸引，准备以
分期付款的方式在长沙一家
宠物店带走一只有眼缘的小
狗。合同已经签好了，她才被
告知支付宝信用分不够。那段
时间，她特别“上头”，疯狂
在支付宝做任务刷新信用分。
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醒悟过
来，这不就是“狗贷”吗？商
家之所以严苛要求信用分高
于一定数值，就是为了判断领
养人的财务状况，确保扣款成
功，且和征信挂钩。
　　宠物用品价格虚高、强行
捆绑销售、隐瞒宠物健康状
况、出现纠纷解约难……事实
证明，利用看似优惠的分期付
款，诱导消费者签订高额的分
期付款协议，包裹在爱心下的
“免费领养”已经变味了。

领养，不应该是商品交
易

　　当下，越来越多的城市青
年和空巢老人选择与宠物为

伴，宠物作为情感寄托和生活
伴侣的角色越发凸显，围绕宠
物的生产、消费和服务的“它
经济”日益庞大。
　　《2025 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
2024 年，城镇（犬猫）消费
市场规模增长 7.5％，达到
3002 亿元。其中，宠物食品
是国内宠物行业（犬猫）占比
最高的细分市场。
　　随着养宠潮流的持续升
温，线下门店为了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足，商业模式不断
迭代，“免费领养”在这一背
景下出现，成为商家吸引顾客
的重要手段。
　　究其本质，所谓的“免费
领养”仍是宠物活体的销售贩
卖。宠物商家之所以打着“爱
心领养”的幌子，是因为“0
元购”的噱头更能刺激顾客的
同情心，利用这种瞬间“上头”
的情绪提高成交率。
　　然而，“领养”在动物福
利和公益工作中是一个严谨
的概念。在国内流浪猫领养机
构“幸运土猫”创始人曾莉看
来，商业机构为了追逐利益蹭
“领养”的噱头，是对动物领
养本身公益属性的侵害。
　　曾莉表示，要理解动物领
养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要了
解收养和领养的区别，“收养
和领养可能在公众认知里是
一样的，但在公益机构的工作
构成中千差万别”。
　　她举例，前者是收养中心
尽可能提高收容流浪动物的
能力，并付出大量时间和成本
维持动物的基本生存，“大量
动物被聚集在一起，对于动物
本身的福祉来说不友好，机构
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而领养，是在动物收养的
基础上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领养中心的关键指标是周转
率，用有限的空间周转尽可能
多的动物。2024 年，幸运土
猫周转了大约 150 只流浪猫进
入合适的家庭，跟往年的周转
量相比“状态不好”。
　　曾莉坦言，很多莫名其妙
的“商业领养”其实会影响到
真正的公益领养。而区分是否
属于公益领养，关键看背后的
机构是否从中牟利。“把动物
当成商品进行交易，并不是真

正的领养。”

爱心不容消费

　　事实上，市面上大量宠物店、
领养馆背后，是一条可以上溯到宠
物繁育基地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无
序繁殖和遗弃，恰恰成为待领养的
流浪动物的源头。
　　“在很多国家，品种猫繁育体
系的猫咪进入售卖领域，有一个约
定俗成的惯例，就是会选择先绝育
后出售。但是，如果是完全追逐利
益的繁育和售卖，某一个品种的猫
不流行就被大量遗弃，这些猫最终
就会出现在社区和公园，成为我们
常见的流浪猫。”曾莉说。
　　流浪猫繁殖速度快，除了日常
照护，动物领养机构的工作重点是
给流浪猫做绝育。曾莉表示，在经
过绝育的流浪猫中，只有 10％适合
回归家庭。
　　领养机构不仅会对流浪猫的健
康和性格进行筛查，评估其是否适
合回归家庭，也会对提出申请的领
养人进行评估，用各种具象的问题
了解领养人的状态，以防其随意做
出决策导致弃养。正是这套成体系
的方案，让动物领养成为一项严谨
的工作。
　　因此，当宠物产业以“领养”
之名，行商业之实，不仅严重背离
了领养的本质，将原本的公益领养
扭曲成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也让
那些真正致力于动物保护的组织和
个人的努力，在公众眼中变得模糊
不清。
　　爱心不容消费。只有辨别真假
领养，避免踩坑，才能终结“免费
领养”的套路，让商业与公益回归
各自的轨道。

免费领养宠物，背后却是套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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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
植业管理司 (农药管理司 )司长潘
文博20日在北京表示，春节期间“菜
篮子”产品供给完全有保障。
　　在当天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潘文博介绍春节期间“菜篮子”产
品供应保障情况。
　　潘文博表示，新春佳节、亲朋
相聚，家家户户少不了备上丰富的
饭菜，“菜篮子”产品数量够不够、
品种多不多、价格稳不稳、质量好
不好，老百姓很关心，社会很关注。
农业农村部把“菜篮子”产品的稳
产保供作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重
要任务，中国积极稳生产、促销售、
保供应。“总的看，春节期间‘菜
篮子’产品供给是完全有保障的。”
　　潘文博表示，据农业农村部农
情调度，2024 年全国蔬菜面积产量
是双增的，目前在田的蔬菜面积是
8020 万亩，比去年同期增了 80 万
亩左右。入冬以来气温偏高，光照
比较充足，无论是设施蔬菜还是露
地蔬菜，长势都不错，冬储菜的数
量也不小，肉蛋奶等生产也是稳定
的，应该说供给是充足的。同时，
大中城市多渠道、多途径组织货源，
适当加大备货量。因此，“菜篮子”
产品稳产保供的基础非常扎实。

农业农村部：春节
期间“菜篮子”产
品供给完全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