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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有关重要批示精神，教育部、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市场监管总局认真履行职责，深化

眼镜制配行业计量监管，连续3年（2019—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监督检查。现将

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3年来，全国共累计检查眼镜制配场所127529家，眼镜制配计量器具398879台，查处不合格计量器具21422

台。其中，2019年共检查眼镜制配场所41800家，检查计量器具总台数140570台，查处不合格计量器具11730

台，不合格率为8.3%；2020年共检查眼镜制配场所40894家，检查计量器具总台数121638台，查处不合格计量器

具6772台，不合格率为5.6%；2021年共检查眼镜制配场所44835家，眼镜制配计量器具136671台，查处不合格计

量器具2920台，不合格率为2.1%。 

　　

　　2019—2021年眼镜制配场所计量器具检查情况对比 

　　从总体看，眼镜制配场所市场主体能够做到遵守计量法律法规，建立计量管理制度，在用计量器具定期接

受强制检定，落实主体责任，保证眼镜制配计量准确。从检查结果看，焦度计、验光仪（综合验光仪）、验光

镜片组等相关计量器具不合格率持续下降，从8.3%到2.1%连续下降6.2个百分点的整治效果值得肯定。2019年、

2020年检查发现的问题都已完成整改。3年的跟踪检查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计量支

持。 

　　二、主要措施和成效 

　　（一）完善了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管制度。完善的计量规章和计量技术规范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计量技

术机构依法开展工作的基石。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启动以来，总局联合相关计量技术委员会针对青少

年近视眼镜制配环节的计量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排查，以2019年、2020年两次修改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为契机，进一步明确焦度计、验光仪、综合验光仪、验光镜片箱、角膜曲率计等计量器具实施型式批准和强制

检定制度。2019年完成相关计量技术规范的补充工作，如出台《验光仪型式评价大纲（JJF1291—2019）》《综

合验光仪型式评价大纲（JJF1773—2019）》《验光镜片箱型式评价大纲（JJF1772—2019）》《角膜曲率计型

式评价大纲（JJF1774—2019）》。截至目前，与眼镜制配相关的计量器具均具备完善的型式评价大纲和检定规

程。2020年，总局对部门规章《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二）规范了眼镜制配行业计量秩序。3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国眼镜制配场所进行了地毯式摸排，

特别是辖区内学校周边的眼镜制配场所进行了登记建档，动态管理，紧盯“劣迹”不良市场主体，有效遏制了

计量违法案件的发生，较好地维护了消费者利益。黑龙江建立健全“配、验、检、保、监”各环节长效计量监

管机制。辽宁按照时间表、任务图倒排工期，随时进行调度，并对各市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山西以普法宣传和

整改落实相结合，与经营户开展双向交流，既要管好，又要服务好，保障计量工作有序开展。湖南召开企业主

要负责人约谈会，强化经营者知法守法的主体责任。广东发挥质量监督、知识产权、认证、信用、消费者维权

等多方面力量，持续推动工作深入开展。广西对64家存在问题的眼镜制配场所进行回头看，行政处罚1家。浙江

通过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和“浙政钉·掌上执法”系统，无缝连接至政务服务网公开检查结果，便于公众查

询。 

　　（三）提高了全社会的计量法制意识。各级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检查的同时，对市场主体从业人员宣讲

《计量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计量法律法规，提高他们的计量法律意识。在眼镜制配场所张贴

计量宣传画、派发计量宣传册等，以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普及视力保护基本常识。引导消费者科学认识“近视不

能治愈”，选择正规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和治疗，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吉林制作计量宣传片及视频12个，

开展各种宣传活动26场次，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物品16100余份。山东持续开展“健康计量进万家”“爱护儿

童”“关心学生”等公益活动。福建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眼镜中的计量故事》《科学计量 呵护双眸》等短视

频宣传片，网络普及眼镜验配常识。内蒙古开展计量服务“进校园”“进社区”服务活动。通过宣讲眼镜配制

注意事项和预防近视小常识，为学生提供视力检查和定配眼镜检测，给中小学生带去关爱。陕西针对县区经营

者计量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采取重点帮扶、限期整改、跟踪问效等措施，推动县区商户计量管理水平有效提

升。新疆向经营者和群众宣传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四）促进了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制度建设是诚信计量取得实效的基本保障，通过3年来眼镜制配场所的计

量专项监督检查，各地进一步完善了诚信计量的各项管理制度，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方式制定了诚

信计量自我承诺标准和规范，引导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为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计量测

试学会会同有关单位制定了《眼镜验光配镜服务质量规范》团体标准。上海指导市计量协会会同上海市眼镜行

业协会持续推动本市眼镜制配领域“诚信计量示范单位”创建，已有344家眼镜制配单位获得“诚信计量示范单

位”荣誉称号。天津实行了诚信计量分类监管制度，各辖区建立了诚信计量信息档案，对检查单位进行了诚信

计量分类，对诚信、基本诚信和失信的检查单位实行了差异化抽查比例，提升了监管效能。河南引导1794家市

场主体签订《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 

　　三、存在问题 

　　3年来，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检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认识到，

由于疫情反复，儿童青少年网上学习的频率不断提高，近视率有所上升，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任重道

远。守住计量底线，保障眼镜制配环节“验、配”精准，当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市场主体的法制计量意识仍有待提高。一些眼镜制配场所经营者，尤其是农村乡镇新增的眼镜制配场

所经营者，从业人员文化程度较低，专业技能、业务素质较差，法制计量意识较为淡薄，对《计量法》和《眼

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学习和了解,没有及时建立计量管理制度，对在用计量器具的强

制检定要求知之甚少，管理不够到位，不能做到主动送检，依法使用。 

　　二是计量失信问题依然需要下大气力解决。近年来，诚信计量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主体的失信

成本仍然较低，导致诚信计量不能完全发挥其导向作用，社会监督也不能完全到位，尚需完善诚信计量体系制

度建设，同时需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多维度加强诚信计量监督管理。 

　　三是专项整治成果需要持续巩固和发展。虽然眼镜制配场所计量器具不合格率连续下降6.2个百分点，但是

2.1%的不合格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需要在日常的市场监管工作中持续发力。按照规定，计量器具的型式

批准和强制检定工作费用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费保障力度差异较大，部分

地区争取到的纳入财政预算费用少之有少，给落实法制计量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有关要求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在巩固监督检查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

大监管力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探索形成监管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眼镜制配行业计

量管理水平，为防范儿童青少年近视“二次伤害”提供坚实计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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