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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高质量农村眼健康服务覆盖（2）：创新型服务模式探索

上期《卫生发展瞭望》立足我国城乡眼健康服

务的现实差距，分析了农村眼视光服务供需不匹配

的现状及政策困境。作为课题组系列简报的姊妹篇，

本期将基于当前的现实与政策背景，初步探索推动

县域内可持续的高质量农村眼健康服务覆盖的创新

型服务模式。 

一、看清未来：从证据到实践 

基于我国农村学生近视率高、矫正率低的现实

矛盾，为积极响应国家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政策，

探索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视光创新型服务模式，课

题组在前期工作中围绕“眼镜配戴是否有效”、“眼

镜如何发放”、“如何提高眼镜配戴依从性”等问

题设计并开展了多个随机对照试验，得到了如下基

于证据的结论：（1）农村地区学生配戴眼镜能够显

著提高学习成绩，兑换券是获取眼镜和提高配戴依

从性的更有效方式；（2）证明了老师监督作用的重

要性，对老师进行中强度的激励措施可以有效改善

近视学生配戴眼镜依从率低的问题；（3）为了应对

农村学生中视力筛查可及性的问题，论证了培训学

校老师可以提供合格的视力筛查，并探索了从学校

筛查到视光转诊的服务模式。 

基于上述科学证据，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索如何

系统性转化为日常实践，以改善农村眼视光服务的

可及性、质量和成本问题。在资源有限环境中提高

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的创新战略越来越关注可推

广性和可持续性的组织模式。其中，社会特许经营

作为一种采用商业特许经营结构以实现社会目标的

创新组织模式，在国际上已被广泛应用于生殖健康、

妇幼保健等卫生服务提供领域。典型的社会特许经

营涉及建立品牌和定义一系列交付协议的特许人，

以及采用共同品牌或服务模式但独立运营的被特许

人。研究团队借鉴社会特许经营模式的核心内涵，

开发并实施了一项创新型县域眼视光服务模式，命

名为“看清未来”。 

看清未来的服务模式包括四个关键要素（图 1）：

（a）医教协作：在每个县看清未来与当地教育局和

卫健委进行接洽，获得政府的红头文件后开展学校

视力筛查；（b）能力建设：看清未来为在公立医院

设立的视光中心提供培训和设备，同时还为学校老

师提供视力筛查培训；（c）双柜台制度：学校视力

筛查结束后，将未通过视力筛查的学生转诊县城公

立医院的视光中心，为所有农村儿童免费配第一副

眼镜，同时提供市场价的升级版眼镜（镜片/镜架质

量更好）。后者也面向县城以及需要更换眼镜的农

村儿童，以实现从升级版眼镜中收取费用来补贴免

费分发的成本；（d）退出策略，对于那些能够实现

可持续运营的视光中心，看清未来将视光中心交接

给当地的县医院或政府，并继续推广新的县区业务。 

 
图 1 看清未来运作流程 

二、看清未来：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评价 

近年来在全球卫生领域，“证据-实践差距”

（Evidence-Practice gap）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

广泛关注。众多的案例表明，大量在随机对照试验

条件下被证明有效的干预手段无法在真实世界中得

到 有 效 的 实 施 和 推 广 。 为 促 进 循 证 实 践

（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在现实中推广应用，

实施科学作为新兴的学科领域应运而生。该领域主

要研究循证实践或新技术在传播、采用、评价、改

进等环节遇到的问题，其目的是研究如何使循证干

预方法能够快速、便捷、低成本地被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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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社会特许经营模式应用到中国农村场景

以提高眼视光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目前还缺乏实

证证据。现有研究对社会特许经营模式的评估主要

关注健康和服务结局，对关键中间变量即实施结局

的关注有限。此外，很少有研究系统评价社会特许

经营模式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需要系统的决定因

素框架来阐明影响实施效果的障碍或促进因素，以

加速将基于证据的创新融入日常实践。基于此，课

题组以中国农村儿童眼视光服务的社会特许经营模

式“看清未来”为案例，评估了看清未来的实施效

果，并采用新版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FIR 2.0)分析

了在我国农村地区采用和推广创新的社会特许经营

模式的主要阻碍和促进因素。 

 作为一项创新的社会特许经营模式，看清未来

的实施具有社会和商业双重目标。看清未来的社会

目标是提高中国农村贫困儿童眼视光服务的可及

性、质量和公平性。在当地教育与卫生部门的合作

下，看清未来在23个国家级贫困县建立了视光中心，

自 2015 年以来在农村 1,769 所学校开展教师视力筛

查培训，对超过 35 万名学生进行了视力筛查。最值

得一提的是，看清未来为农村地区的儿童免费分发

了 7.2 万副优质眼镜。这些可观的数字表明，看清未

来在社会效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长期的

可持续性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看清未来的商业目

标是在农村地区建立县域内可持续运营的眼视光服

务平台，并在视光中心具备“自我造血”能力后移

交给当地政府或医院。然而，与中国大多数新兴社

会企业一样，看清未来难以实现社会目标和商业目

标的平衡，项目发展的后期在运营管理、财务可持

续性等方面遇到了诸多困难，目前只有 3 家视光中

心成功交付独立运营。 

结合 CFIR2.0 框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影响看

清未来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图 2）。我们发现证据

的强度和质量、高度的可试用性和适应性、相对于

农村地区现有眼视光服务机构的优势、应用社会特

许经营模式的标准化可用资源和基础设施，以及专

业培训活动是实施成功的关键促进因素。相反，社

会特许经营模式实施的障碍是由跨部门合作带来的

复杂性、低估的可变成本、同行恶性竞争、由于缺

乏商业运营能力而导致的激励不足和员工流失，以

及缺乏反馈和调整活动以适应动态的市场和政策环

境。 

图 2 基于 CFIR2.0 看清未来社会特许经营模式实施的

主要阻碍和促进因素 

三、看清未来：经验与挑战 

社会特许经营模式在为农村贫困地区提供免费

眼视光服务方面显示出实现社会目标的巨大潜力，

但在实现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之间的平衡上存在挑

战，限制了该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看清未

来成功实施的前提在于实现跨部门合作，但不可避

免地增加了实施的复杂性，导致主体职责不清晰。

长期以来，多部门监管导致的政策碎片化使政府各

部门在眼视光服务的提供及监管协调不力。但随着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发布，关

于进一步提高农村儿童眼视光服务质量的政策窗口

期已经到来。另外由于缺乏商业经验或对特许经营

实践的足够理解，大多数社会特许经营模式缺乏业

务运营管理的能力和一般均衡思维，成本控制和人

力资源管理是大多数视光中心的普遍关切。 

鉴于防控儿童近视的政策势头，我们的结果对

于设计、评估和推广旨在改善农村眼视光服务可及

性、质量和公平性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董晓东 赵骏翎 马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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