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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障碍是常见的残疾类型，完善的医疗保

健及社会保障政策可显著提高视力障碍者的生活

质量。美国视力障碍者的社会保障比较完备，本

文利用美国国家公布的政策、散在的资料和以往

的研究成果，将各类政策归类分析，力图多方位

地讨论美国视力障碍者的生活政策保障以及国家

为减少视力障碍人数采取的各种措施。

1. 视力障碍人口现状

1.1 不同调查口径的视力障碍者人数

在缺少全国性视力障碍者调查的大背景下，

部分抽样调查因其调查目的不同而常采用自定的

视力障碍标准，不同机构在进行各类调查研究时

多采用简单但可行的标准收集数据。例如，美国“全

国健康访问抽样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判断视力障碍的问题有两个：①“你是否

即使戴眼镜或隐形眼镜也难以看清？”②“你是

盲人或完全看不见吗？”这一调查所得出的有关

视力障碍者数据完全取决于个人对这两个问题的

回答。“难以看清”或“是盲人”的回答者都归

类于视力障碍人群，因此其调查结果的基础是自

报。美国人口普查局也定期收集残障人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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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调查在 2010 年。在其调查中视力障碍者

的定义为“盲，或看东西有困难”。如果回答是“盲”，

其残障程度定为“严重”；若回答“哪怕戴眼镜

阅读普通报纸文字也有困难”，虽仍属残障类，

但等级属于“不严重”[1]。

依据不同调查口径，所得视力障碍人口的比

例有所不同，数据之间常难以进行横向或纵向比

较。但相关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美国人口中视

力障碍者的大概比例，这些数据也为服务视力障

碍者、预防视力障碍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美

国 200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40 岁以上美国人失

明的比例为 0.78%（93.7 万），另有 240 万美国

人属于低视力人群 [2]。2002 年“全国健康走访抽

样调查”的结果显示，18 岁以上、非机构居住的

美国人中自报视力障碍者有 9.3%（1910 万），其

中 70 万为失明者 [3]。2010 年“全国健康走访抽样

调查”结果再次显示，美国 18 岁以上成年人中 9%

有视力障碍问题 [4]，也就是个人自报“难以看见”

或已是“盲人”。而 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

查结果显示 [1]，2010 年 15 岁以上、非机构居住的

美国居民中 3.3%（约 810 万）有视力残障，其中

200 万人属视力障碍严重类型，也就是达到了“盲”

的程度。65 岁以上老年人中视力障碍比例为 9.8%

（380 万），占 15 岁以上视力障碍者的 46.9%。

在 380 万老年视力障碍者中，2.7% 属“盲”类，

其余 7.1% 属于“不严重”类别。

1.2 视力障碍致残原因

视力障碍者的规模对各类专项政策的制定有

重要指导意义，个体致盲原因以及视力障碍群体

特征的信息则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可用于人群

敏感性政策或眼部健康度提高的指导。根据 2002

年“全国健康走访抽样调查”，美国 18 岁以上人

口中有眼疾人群的比例分别为白内障（8.6%）、

青光眼（2.0%）、黄斑变性（1.1%）、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0.7%）[3]，显示出眼部疾病类别集中、

后果严重的特点。

1.3 视力障碍者人口学特征

视力障碍人群显示有种族差异。例如美国印

第安人发生视力障碍的比例最高，亚裔人群的比

例最低。女性视力障碍发生比例高于男性，与年

龄相关，与收入和教育程度则为负相关关系。年

龄越大、来自贫穷家庭、65 岁以下依靠“政府医

疗保险”（Medicaid）、住在大都市统计区之外地

区的人更可能有视力障碍问题 [4]。在各种与视力

障碍相关的因素中，年龄因素给老龄化社会带来

更多的挑战。尽管社会有能力降低年轻人群中的

视力障碍发生率，进而降低老年人口中视力障碍

人群比例，但难以消除老年人口中导致视力障碍

的生理因素，难以降低患病率和致盲率。由于白

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更是老年人群易患疾病，

庞大的老年人口成比例地增加了致盲性眼部疾病

的患病人数，从而导致视力障碍人口的增加。因此，

老年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增加视力障碍

老年人口，如同其他类别残疾老年人口数量的增

加。这是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应对视力障碍问题所

带来的挑战。

2. 视力障碍者的社会保障

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视

力障碍者的特殊需求促使美国社会有多种保障和

提升视力障碍者生活水平的政策。这些保障政策

可分成三大类：一是全民皆可享受的“社会保障

项目”（Social Security）；二是适用于残疾人的

“社会保障残疾保险”（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三是特别包括盲人在内的“生活补

助 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这 三 大

类政策主要由社会保障局制定、执行与管理，其

中有关视力障碍者的内容可概括如下。

在“社会保障项目”中，视力障碍者与其

他人不同的部分体现在养老金的计算方面。社会

保障局有一个特殊的概念或词语来形容和解释这

一政策——“保险的残疾豁免政策”（disability 

freeze）。根据这一政策，个体晚年领取养老金的

水平与其过去工作年间的年均收入直接相关。工

作年间年薪高，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多。如果

视力障碍者在工作期间因不够条件或自愿没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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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残疾保险”提供的残疾补助，同时工资因其

视力障碍问题水平低，在计算养老金时政府将不

会计算这些低收入的年数，仅用略高年收入作为

计算养老金的基准。这种方法可以帮助视力障碍

者在晚年领到更多养老金。除个人的养老金外，

与个人收入相关但不由社保局管理的优惠还包括

收入减免税，减免税由美国国内税务局制定，盲

人甚至其配偶可享受更高的收入减免税标准 [5]。

“社会保障残疾保险”对适用个体有基本要

求，也就是过去工作时间足够长且缴纳过社会保

障税。视力障碍者作为残疾人，有机会利用这一

保障政策。但相比其他残疾人，考虑到视力障碍

者的特殊身体条件或工作受限程度，这一保险政

策对视力障碍者有特殊待遇，体现在收入规定门

槛低。具体而言，利用这一保险的残疾人除有上

述基本要求外，还有月收入上限的要求。如果个

人月收入超出一定数额，则失去优惠享受资格。

根据社会保障局 2012 年的规定，视力障碍者月收

入不足 1690 美元就可以领取补助，这一水平高出

其他残疾人标准（1010 美元）680 元。此外，受

补助的视力障碍者的工作机构类别也不受限制。

他们可以为他人工作，也可以是个体户，为自己

的公司或机构工作。其他类别的残疾人若为自己

公司工作则有更多的补助领取限制，补助金每年

会略有增加 [6]。

“生活补助金”的受惠对象明确规定为低收

入者、没有收入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盲人和残疾

人。这一保障政策对潜在受惠者没有过去工作时

长的要求，只有目前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的基本

规定。收入或资产高出一定水平就不能领取补助

金。全国标准不同，“生活补助金”对低收入和

低资产的标准由各州自行订立和执行。

其他与视力障碍者生活相关的广义社会保障

政策还包括在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方便政策，这

些辅助性政策保障可促进改善视力障碍者的日常

生活质量。例如在教育方面，国家补贴盲人出版

物 的 出 版 社（The American Printing House for the 

Blind）印刷盲文资料，免费分发给在大学以下正

式教育机构学习的盲人学生 [7]。

3. 预防视力障碍目标

根据视力障碍人口规模、特征及治盲原因，

美国政府制定了全民健康努力目标，也就是美国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倡导的“健康美国人”活动。

这一活动始于 1979 年，当年提出了健康预防疾病

的提议。此后又三次提出过具有相对具体努力的

目标的倡议（1990 年、2000 年、2010 年）[8]。2010

年 12 月 2 日，政府开始了新十年改善国民健康的

“健康美国人 2020”计划。计划中列有多项具有

挑战性但却能实现的健康目标，促使每个人行动

起来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不是坐等疾病的到来。在

各项目标中单列有关于视力的具体努力目标，全

面开展视力残疾的预防、及早发现、及时治疗、

进行康复 [9]，包括：儿童视力检查，预防儿童和

青少年视力损害、职业眼伤、视力损害，使用保

护性眼镜，视觉康复以及由联邦资质医疗中心提

供全面的视力医疗服务。

表 1[10] 列出了眼部健康努力目标的部分具体

指标，显示了政府强调在年轻人群中开展预防，

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人群眼部疾病的发生风险，

开展眼部健康检查，及早发现和及时解决问题；

同时在视力障碍者中提倡康复和适应性用具的使

用，将已经发生的视力障碍者问题的影响降至最

低点。表中列出的降低老年人群常见眼病的目标

也说明预防老年人群眼疾发病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减少在老年人群中眼部疾病的发生可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促使其“积极”和“健

康老龄化”。

结论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认识到，

美国视力障碍者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受到政府和

社会的重视。作为残疾人中的一类，视力障碍者

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特殊的需求，这种特殊性促使

社会有更多的群体敏感性社会保障政策。为保证

绝大多数视力障碍者的基本生活，美国社会保障

制度在鼓励视力障碍者经济独立、自立的前提下

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可以将

对视力障碍者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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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美国人”2020 年眼部健康努力目标

项目 2020 年达标 比例 目标设定基础（2008）
5 岁以下儿童视力检查比例 44.1% 40.1%
0-17 岁以下儿童失明和视力障碍者比例 25.4/ 千名儿童 28.2/ 千名儿童
成人过去 2 年内全面眼部检查（含散瞳）的比例 60.5% 55.0%
娱乐活动场所和家中危险情况下防护眼镜使用比例
        0-17 岁儿童
        18 岁以上成人

18.2%
43.7%

16.5%
39.7%

提高视力障碍者利用视力康复服务的比例 33.1‰ 30.1‰

提高视力障碍者使用辅助和适应性工具的比例 12.3% 11.2%

降低因以下原因造成的视力损害
未矫正屈光不正（12 岁以上人群）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18 岁以上人群）
青光眼（45 岁以上人群）
白内障（65 岁以上人群）
黄斑变性（45 岁以上人群）

122.5‰
30.8‰
12.5‰
99‰
14.0‰

136.1‰
34.2‰
13.9‰
110‰
15.5‰

美国改善视力障碍人口结构的努力目标以及

视力障碍者经济保障的内容也与人口老龄化程度

高有直接关系。这些举措对美国视力障碍老年人

有两层作用。首先，通过预防个体年轻阶段眼部

疾患来部分减少老年视力障碍人口，通过预防和

治疗老年常见眼病同样也可以减少老年视力障碍

人口。其次，老年本身就已经开始对个人有所挑战，

老年视力障碍对个体有更大的挑战。因此，国家

和地方针对视力障碍者的社会特殊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可提升视力障碍老年人的经济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说视力障碍美国人（包括视

力障碍老年人）的生活受到几层保障，层层保障

政策虽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视力障碍者的现实需求，

毕竟实际需求有太大的个体差异，但这些政策至

少保证了视力障碍者有较为正常的生活。本文有

关视力障碍者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国家保护各类

残疾人的例子之一。本研究不仅提供了美国针对

视力障碍者的社会保障信息，也提醒我们，由不

同类别人群（包括残疾人）组成的社会需要不同

类别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是不

断变化和改进的社会保障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

每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各类残疾人都会逐步受

益于这类进步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中国而言，我

们需要更为详细的视力障碍人口信息和他们对政

策优惠的需求信息，逐步完善各类残疾人相关的

政策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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