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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中医生获取线上和线下收益影响
因素分析

吕英杰　李　洁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介绍医生提供在线医疗服务对其自身收益影响机制相关研究情况，基于 “好大夫在线”医疗平

台数据，分析在线医生获取收益的影响因素，提出医生提供在线医疗服务时通过增加服务数量和提升服务

质量对其获取的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具有不同影响，医生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理的在线服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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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 “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得到快速发

展，“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一大批互联网医

疗服务平台相继涌现，以满足患者远程医疗服务的

需求。但在线医疗服务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

制约因素［１］，其中在线医生作为互联网医疗服务模

式中的核心资源，能否充分调动其参与在线医疗服

务的积极性，是关乎在线医疗服务能否持续健康发

展的关键因素。在现实情况中，不少医院认为医生

上线第３方医疗平台会对其本职工作产生影响，从
而不鼓励甚至加以禁止。医生工作繁忙，如果激励

机制不足或者无法得到相匹配的收益，很难有动力

和积极性提供额外的在线医疗服务。因此，如何调

动医生在线服务积极性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

题。研究者［２］从动机理论出发提出医生能获取线上

收益和线下收益是其愿意参与在线医疗服务的重要

原因。

一方面，通过提供在线服务，医生可以获取

各种线上收益。例如为患者提供义诊服务可以提

升自身知名度，提供有偿问诊服务直接获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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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也有不少医生将在线问诊作为积累诊疗经

验的渠道之一，通过对疑难杂症的诊治丰富自己

的医学知识储备和诊疗经验。这些隐性或显性收

益是医生愿意在本职工作之余花费时间开展互联

网医疗服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医生通过提

供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可以获取良好的患者口碑［３］，

从而吸引大量患者来院就诊，提升自身的线下就

诊量。如何借助互联网医疗平台引流患者到医院

就诊，也成为许多在线医生考虑的重要因素。尤

其是针对大量非知名专家的普通职称医生，在没

有与患者提前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往往很难

获得患者信任，而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了医患沟通

渠道，使患者有更多的途径可以充分了解医生，

增强信任感［４］，从而大大提高患者从线上咨询到

线下医院面诊的转化率。此外也有调查发现，一

些罕见病患者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往往难以找到

适合的医生，医生也由于患病群体稀少而缺乏就

诊患者，而在线医疗平台可以给医患双方提供有

效沟通渠道，医生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线上知名度，

在满足患者就医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线下

问诊量，实现医患双赢。由此可见，医生参与在

线医疗服务对其线下收益具有重要意义。

医生提供在线医疗服务对其自身收益的影响

机制比较复杂［５］。从患者角度来讲，既可以选择

医生提供的线上付费咨询服务进行在线诊疗，也

可以选择和医生在线简单沟通后转入线下面诊，

患者面临服务模式的选择，这也说明医生获取的

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具有替代效应。从医生角度

来讲，需要选择不同的在线服务策略，既可以在

平台中与更多患者进行咨询交流而扩大自身影响

力，也可以花更多时间精力与较少患者深入沟通

交流以获得更好的个人口碑，在医生提供在线医

疗服务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服务数量

和提升服务质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由于

医生的在线影响力各不相同，付出同样努力可能

得到的收益会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医生如

何根据自身情况，通过付出较小成本而获取所需

的线上和线下收益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

本文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医生提供的在线服

务数量和服务质量如何影响医生的线上收益和线

下收益；不同在线影响力的医生提供在线服务对

其线上和线下收益的影响存在的差异。

２　相关理论与模型假设

２１　医生在线贡献行为

２１１　概述　医生参与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为患

者提供各种类型的在线服务，包括与患者互动交流

病情、发表科普文章、进行科普讲座等，这些医生

贡献行为本质上属于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行为［６］。在

虚拟环境尤其是对大众公开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中，

由于知识贡献者发布的有价值信息被大众免费获

取，失去其拥有知识的独特价值。考虑到知识贡献

者在此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精力，由

于搭便车效应而缺乏继续提供知识分享服务的动

力，因此探讨虚拟社区知识共享行为成为近年来的

研究热点。大量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在虚拟社

区环境下知识贡献者的行为动机［７］，其中社会资本

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在线知识共享行

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中。

２１２　社会资本理论　将知识分享的动因归结为

知识贡献者能够通过在线贡献获取社会资本，社会

资本可以分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３个

维度，分别代表用户在人际交互网络中的地位和影

响力、从交互关系中形成的信任感和认同感以及用

户共同形成的价值观。对于提供在线医疗服务的医

生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与更多患者互动交流，提

高自身网络知名度，从而获得更多结构资本；另一

方面也可以为患者提供更细致耐心的咨询服务从而

增强患者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获得更多关系维度资

本。因此无论增加在线服务数量还是提升在线服务

质量，都可以为医生获取更多社会资本，并进一步

转化为实际收益。

２１３　社会交换理论　该理论认为人际交往应该

遵循互惠原则，付出的同时应该获得报酬或利益，

虚拟社区的知识贡献者期望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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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愿意长期参与其中［８］。在线医生作为互联网医

疗平台中的知识贡献者，其提供的在线服务也会得

到相应回报，从中获取各种显性或隐性收益。而医

生收益最直观的体现在患者就诊量，既包括患者在

线上通过图文问诊、电话问诊等有偿问诊服务项目

给医生带来直接的线上收益，也包括医患在线沟通

后患者转移到线下为医生带来更多面诊量，从而转

化为医生的线下收益。

２１４　模型假设　医生无论是增加在线服务数量

还是提升在线服务质量，其在线贡献行为都有利于

增加医生的社会资本，并为医生带来某种形式的回

报，转化为医生的线上或线下收益。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Ｈ１ａ：医生增加在线服务数量对其线上收

益有正向影响。Ｈ１ｂ：医生提升在线服务质量对其

线上收益有正向影响。Ｈ１ｃ：医生增加在线服务数

量对其线下收益有正向影响。Ｈ１ｄ：医生提升在线

服务质量对其线下收益有正向影响。

２２　口碑效应

２２１　在线口碑影响因素　网络口碑对网上用户

的在线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已成为普遍共识。研

究发现，医生的在线口碑是患者择医时考虑的重要

因素［９］。由于医生受时间和精力所限，需要平衡增

加在线服务数量和提升在线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

与更多患者进行互动交流意味着医生有机会接触更

多患者群体，通过交流产生互信有利于患者的付费

转化，提高医生线上收益。此外增加在线服务数量

可以有效增加医生的在线知名度，吸引更多患者关

注，这对于医生资源丰富的平台来说增加曝光度尤

其重要，会对医生的线上收益产生直接影响［１０］。相

反，医生如果偏重于提升服务质量，花更多时间精

力与患者交流沟通，在同等条件下必然导致服务患

者数量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患者口碑会得到明显

提升，吸引更多患者进行线下面诊，从而显著提升

医生的线下收益。

２２２　模型假设　相对于线上问诊具有方便快

捷、成本较低等特点，选择线下面诊的患者需要

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付出的时间和经济等成本

远大于线上咨询。因此他们在择医时会更注意防

范风险，愿意用更多时间和精力选择满足自身预

期的医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线口碑成

为患者择医时重点考虑的因素，所以在线口碑对

于医生的线下收益会有更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医生增加在线服务数量对其
线上收益比线下收益的影响会更显著。Ｈ２ｂ：医生
提升在线服务质量对其线下收益比线上收益的影

响会更显著。

２３　从众效应

２３１　理论基础　从众心理源于社会心理学，是
一种由于所在群体大多数成员有相同信念和同步行

动而对自己的信念和行动有所改变或放弃自我选择

跟从的一种心理［１１］。在互联网医疗背景下，由于医

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患者很难对在线医生的医疗能

力及其与自身疾病的匹配度进行合理评估，而且患

者普遍缺乏医疗知识和诊疗经验，从众心理会对患

者择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患者通常会倾向于选择

在线影响力高的医生，认为此类医生有更高的医疗

水平，也更具权威性，大部分患者咨询会向头部医

生聚集，形成比较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大量影响力

不高的在线医生即使付出大量努力也很难得到相应

回报。

２３２　模型假设　考虑到患者择医过程中由于
从众心理而导致的马太效应，影响力高的医生如

果继续努力增加服务数量或者提高服务质量，会

进一步放大和强化自身在平台上的知名度和在线

口碑，加剧对患者资源的聚集能力，将其更多地

转化为线上收益或者线下收益。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３ａ：对于在线影响力更高的医生，增加
服务数量对其获取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均有更显

著的影响。Ｈ３ｂ：对于在线影响力更高的医生，提
升服务质量对其获取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均有更

显著的影响。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在线医疗服务平台 “好大夫

·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２



在线”，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该平台有２４万余名在线
注册医生并已经为累计超过７２００万名患者提供在
线医疗服务。从中选取北京市２９家三甲综合医院
中的１１５６９名已注册医生为研究对象，从医生在线
主页中可以获取其个人信息和在线服务信息，包括

姓名、职称、职级、所在医院、所在科室、综合推

荐热度、在线服务满意度、在线问诊量、总访问

量、总文章数、昨日访问量、总患者数、昨日诊后

报到患者数、微信诊后报到患者数、总诊后报到患

者数、患者投票数、医生收到的心意礼物数、上次

在线时间、开通网站时间等，此外还包括患者问诊

以及医患在线沟通等信息。删除无效数据和在线服

务不活跃的医生信息后得到７３４１名医生的在线信
息用于实证分析。

３２　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围绕在线医生的医疗服务策略对其获取收

益的影响展开研究，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将医生提供的在线医疗服务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将医生获取的收益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模型构

建如下所示：

ＯＮ＿Ｐ＝β１＋β２ＳＱＴ＋β３ＳＱＬ＋β４ＰＱ＋

β５ＰＶ＋β６ＵＴ＋β７ＯＳ＋ε１ （１）

ＯＦＦ＿Ｐ＝β８＋β９ＳＱＴ＋β１０ＳＱＬ＋β１１ＰＱ＋

β１２ＰＶ＋β１３ＵＴ＋β１４ＯＳ＋ε２ （２）

其中，医生获取的收益分为线上收益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ｏｆｉｔ，ＯＮ＿Ｐ）和线下收益 （ｏｆｆｌｉｎｅｐｒｏｆｉｔ，ＯＦＦ＿
Ｐ）两部分，线上收益用医生的线上咨询总患者数
指标来衡量，线下收益用预约后进行线下面诊的总

报到患者数指标来衡量。根据研究目标，将在线医

疗服务分为服务数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ＳＱＴ）和服
务质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ＱＬ）两个维度，其中服
务数量用医生给患者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数量即医

生回复数来衡量，服务质量用患者对医生线上服务

的满意度即患者表示感谢的心意礼物数指标来衡

量。此外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择文章数量

（ｐａｐｅ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ＰＱ）、患者投票数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ｖｏｔｅ，
ＰＶ）、使用天数 （ｕｓｅｔｉｍｅ，ＵＴ）、在线满意度
（ｏｎｌｉｎ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Ｓ）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
模型的进一步扩展中根据医生的在线影响力不同，

将医生分为高影响力和低影响力两个组别进行比较

分析，见表１。

表１　变量设置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具体内容 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线上收益 线上咨询总患者数 ７３４１ １０４０９００ ２６１３１３０ ０ ５７０４１

线下收益 预约后进行线下面诊的总报到患者数 ７３４１ ２３２４１１ ７６０４５４ １ １９１４３

解释变量　 服务数量 医生对所有患者问诊的总回复数 ７３４１ ２８３２０００ ２８３２３８０ ０ ２１８３６８

服务质量 医生收到的心意礼物数 ７３４１ ７４６３３ ３４９７２０ ０ ２０８４１

控制变量　 文章数量 医生发表的文章数量 ７３４１ １４３３２ ６５４５８ ０ ３６０５

患者投票 患者就诊后对医生服务的投票评价 ７３４１ ７８７０２ １７２０９６ ０ ３２８１

使用天数 医生从开通以来使用网站的天数 ７３４１ ２７７９２７０ １３２１０７０ １６ ４７５８

　在线满意度 患者对医生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７３４１ １２５７５ ３２７９８ ０ １００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相关性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２。结果显

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合理范围。对于部分变

量相关系数较高等问题，为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采用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ａ
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进行检验，各变量ＶＩＦ值＜１０，因
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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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相关性分析

变量 ＯＮ＿Ｐ ＯＦＦ＿Ｐ ＳＱＴ ＳＱＬ ＰＱ ＰＶ ＵＴ ＯＳ

ＯＮ＿Ｐ １

ＯＦＦ＿Ｐ ０７５３ １

ＳＱＴ ０８７５ ０７２６ １

ＳＱＬ ０８６２ ０７７９ ０８０５ １

ＰＱ ０５９８ ０５１２ ０５６８ ０５９３ １

ＰＶ ０７７４ ０７１７ ０６２３ ０８３６ ０４９１ １

ＵＴ ０３４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９ ０３５０ ０２７８ ０４２４ １

ＯＳ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９ ０４４７ ０４７６ ０２９３ ０４２７ ００３０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１。

表３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ＶＩＦ １／ＶＩＦ

ＳＱＴ ６２６ ０１５９６６９

ＳＱＬ ３６４ ０２７４５１８

ＰＱ ３２０ ０３１２７１６

ＰＶ １６３ ０６１２７９６

ＵＴ １３６ ０７３５５２０

ＯＳ １３３ ０７５３０１４

ＭＥＡＮＶＩＦ ２９０ －

４２　回归分析

４２１　回归模型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线上收益和
线下收益两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Ｒ２值分别为
０８６６和０６７４，说明两个模型的解释力都达到了比
较高的水平。其中，服务数量对线上收益的影响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数量对医生线上收益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支持 Ｈ１ａ；服务质量对线上收益的影
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质量对医生线上收益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 Ｈ１ｂ；服务数量对线下收益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数量对医生线下收

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 Ｈ１ｃ；服务质量对线下
收益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质量对医生线

下收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 Ｈ１ｄ，见表４。此
外通过将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对

比发现，服务数量对线上收益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

对线下收益的影响系数，而服务质量对线下收益的

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对线上收益的影响系数，这说明

医生增加在线服务数量对其线上收益比线下收益的

影响会更显著，而提升在线服务质量对其线下收益

比线上收益的影响会更显著，因此结果支持 Ｈ２ａ和
Ｈ２ｂ。

表４　回归模型实验结果

变量 ＯＮ＿Ｐ ＯＦＦ＿Ｐ

ＰＱ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３

（７８５６） （６４７６）

ＰＶ ０３１７ ０４２５

（２３１０） （２３７１）

ＵＴ ０２６３ －０４２６

（１７７６） （－１９１８）

ＯＳ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５１１７） （１８０４）

ＳＱＴ ０４３７ ０１９２

（４１６１） （２１１１）

ＳＱＬ ０１８１ ０３４０

（１０７２） （１７３３）

常数 －０８０５ ３２９９

（－６７００） （１９９２）

观测数 ７３４１ ７３４１

Ｒ２ ０８６６ ０６７４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５４９ ０５４９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４２２　分组实验结果分析　将医生按其在线影响
力不同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根据结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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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收益影响因素模型中，低影响力组内的医生服

务数量和服务质量的系数均大于高影响力组，说明

具有较低在线影响力的医生通过增加服务数量和提

升服务质量的方式均可以获取更显著的线上收益，

因此不支持假设 Ｈ３ａ。而在线下收益影响因素模型
中，低影响力组内的医生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的系

数均小于高影响力组，说明具有较高在线影响力的

医生通过增加服务数量和提升服务质量的方式均可

以获取更显著的线下收益，因此支持假设 Ｈ３ｂ，见
表５。

表５　分组实验结果

变量
ＯＮ＿Ｐ ＯＦＦ＿Ｐ

低影响力 高影响力 低影响力 高影响力

ＰＱ ００６８７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４１８ ０１１７

（８０１８） （１６１４） （２８４６） （４５４１）

ＰＶ ０３４６ ００６８３ ０４８４ ０１８５

（２４５１） （２７００） （２６４３） （３５１２）

ＵＴ ０２４２ ０１０４ －０４９５ ０３６７

（１６５８） （２３７８） （－２０８６） （３３９６）

ＯＳ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７１

（－３２５７） （１４６３） （０８８２） （－００９６２）

ＳＱＴ ０４３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８５ ０４６６

（４７２９） （３７０９） （２０１７） （６３４０）

ＳＱＬ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３ ０２７９ ０４５７

（８４６１） （３２１０） （１２７３） （７１２５）

常数 －０６９０ ５１８５ ３８３７ －４８９３

（－６０５３） （１２１４） （２１６３） （－４４５７）

观测数 ５７２７ １６１４ ５７２７ １６１４

Ｒ２ ０８１８ ０１８３ ０５４９ ０４６１

Ａ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５４９ ０５４９ ０５４９ ０５４９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４３　讨论

４３１　在线服务数量和质量对收益的影响　通过
检验医生提供的在线服务数量和质量是否会影响医

生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发现，无论医生增加在线服

务数量还是提升在线服务质量，对其线上收益和线

下收益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以往采用社会资

本理论解释医生在线共享行为动机的结论相一

致［１２］，说明在线医生愿意参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重

要原因是其提供的在线服务会得到相应回报，既包

括直接线上收益，也包括患者转化为线下门诊给医

生带来的线下收益。

４３２　不同在线服务策略对收益的影响　医生采

取不同在线服务策略，对其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有

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医生更偏重于获取线

上收益，则提升其在线服务数量效果会更明显。而

如果医生更想获得线下收益，则应该偏重于提升其

服务质量。产生差异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口碑效应

对于用户的行为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

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线下门诊，患者会更看重服务

质量较高的医生。相对而言，对于不需要付出很多

成本的线上医疗咨询服务来说，医生增加对患者的

服务数量意味着有更多和患者交流的机会，会更容

易转化成自身的线上收益。

４３３　马太效应　进一步分析医生在线服务对其

收益影响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即是否大部分患者会

向头部医生聚集而导致头部医生享受到超额收益。

结果发现马太效应部分存在，表现在具有较高在线

影响力的医生增加服务数量和提升服务质量会更容

易将在线患者转化为线下门诊从而获得更多线下收

益。同时发现，医生通过在线服务获取线上收益存

在边际递减效应，表现在具有较高在线影响力的医

生，如果继续增加其服务数量和进一步提升服务质

量对其线上收益的增加具有边际递减效应，这对于

医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理的在线服务策略具有比

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５　结语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医生的积极

参与和大力支持，如何调动医生提供在线医疗服务

的积极性成为热点问题。不少研究显示医生的参与

动机主要是能从中获取各种收益，但医生提供在线

医疗服务对其自身收益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有待

进一步研究。为此本研究将医生提供的在线医疗服

务分为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两个维度，分别探讨二

者对医生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是否具有积极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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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并进一步根据医生在线

影响力的不同深入分析医生的个体差异对其线上和

线下收益所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互联

网医疗服务中医生参与行为的相关理论，也有助于

医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理的在线服务策略从而获

取所需的线上收益和线下收益，提升医生在线服务

的积极性，促进互联网医疗服务持续健康发展。本

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对医生的在线服务数量

和质量的评价受平台功能所限分别用医生对在线咨

询的回复数和患者的心意礼物数来衡量，可能还存

在其他更有效的度量指标有待进一步分析。此外，

对于医生的个体差异方面，本文只从在线影响力方

面加以分组区分，后续将考虑其他人口统计学特

征，如医生职称、所在医院级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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