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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抽样方法对５０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从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习惯、素养、服务４个
方面分析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及服务需求特征，为相关机构开展老年人健康信息服务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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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

最快的国家之一［１］，由于老年人面临身体机能退

化、收入水平下降、社会角色改变等多方面的问

题，其身心健康发生障碍的比率较高［２］，有更多的

健康需求。除专业医疗服务外，老年人需要在自身

健康及照顾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３－５］，

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及健康信息，利用健康信息和服

务做出正确决策，这是提升老年人群体健康水平的

重要措施［６］。不少实证研究认为大多数老年人独立

获取健康信息的能力有所欠缺，仍需要可靠的外部

信息服务主体提供健康信息服务［２，５，７］。本文以老年

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健康信息服务主体，从健康信

息获取、行为习惯、素养、服务４个方面疏理老年
人健康信息行为特征，以期为相关机构开展老年人

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建议，同时更好地指导老年人使

用健康信息服务。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国内 ５０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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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根据地域分布在全国
３０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进行抽样调查。

２２　调查方法

考虑到老年人生活特点，主要采取线下结合线

上的调查方法。线下调查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和

西部地区共６个城市进行，其中特大型城市１个、
大型城市２个、中小型城市３个。在取得研究对象
知情同意后现场发放问卷，问卷为匿名填写，当场

回收。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２４３份，回收３１９２份，回
收率９８４％。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３１７４份，
纳入问卷统计结果。线上调查通过邮件或微信开

展，共推送问卷 １３３２份，回收 ６８５份，回收率
５１４％。经检测确定有效问卷６５０份。本研究中老
年人问卷调查样本规模为３８２４人，达到９９％置信
区间、３％抽样容许误差条件下要求的１８４９人 样
本规模［８］。

２３　数据处理

问卷结果通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进行汇总保
存。使用ＳＰＳＳ２０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因素进行描
述和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信息获取

３１１　信息类型　调查显示大多数老年人最关心
的信息类型是养生保健类 （占６４９６％），其次是疾
病及治疗类 （占 ５９６８％），医院就诊类 （占

４９０６％）。其他还有医保制度及报销类健康信息
（占１１７８％）。说明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目
的是预防疾病和维护健康，解决自身及家人健康问

题，这与我国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中以预防为主的

理念相契合。

３１２　获取途径 （表１）　可以看出老年人最信
任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是医护人员，这可能与医护

人员具有较为专业的医学背景有关。健康信息的实

际获取途径中看电视、听广播排名第１位，其次是
书报杂志、亲友、网络及手机，而医护人员是比例

最低的途径，这一方面说明老年人在健康信息获取

过程中更多地接触广播、电视以及书报杂志等新闻

媒体，同时也反映出老年人难以通过医护人员充分

获取健康信息。

表１　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

问题 选项

最信任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医护人员 （５４６） 广播电视 （４２８３） 书报杂志 （３６９２） 亲友 （２９８１）　　　 网络及手机 （２６６７）

健康信息的实际获取途径　 广播电视 （６０４１） 书报杂志 （４８４８） 亲友 （４０３８）　　 网络及手机 （４０２２） 医护人员 （３８２８）　

３１３　需求满足率　整体不高，回答 “基本满

足”（３２６９％）和 “完全满足”（３０３％）的人数仅
占调查对象的１／３。说明大多数老年人所获取的健康
信息量与实际需求量存在较大差距。回答满足率为

“一半”的占３５９３％，“比较低”的占２８３５％。

３２　信息行为习惯

３２１　 收 集、获 取 健 康 信 息 　 超 过 ２／３
（６７９９％）的老年人会亲自收集、获取健康信息，
说明大多数老年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愿意主动收

集健康信息。

３２２　获取习惯　５０１％的老年人表示 “平时会

收集和保存健康信息”，３１６９％的老年人 “有了特

定信息需求，才去查找相关信息”，８３２％的老年
人 “不收集和保存健康信息”，说明老年人对健康

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健康信息服务机构需要进

一步做好宣传工作，促进更多老年人养成平时积累

健康信息的良好习惯。有９８８％的老年人非常重视
健康信息使用，已经开始 “定制商业化的健康信息

服务”，说明健康信息服务市场有巨大发展潜力。

３２３　共享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信息共享
意愿并不低，完全不分享健康信息的被调查者只有

７９５％，但是完全分享行为也仅有 ３３４７％，大部
分老年人 （５８５８％）选择与别人分享一部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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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３３　信息行为能力

３３１　概述　美国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

准》中将信息素养定义为 “能够认知到何时需要信

息，有确定、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９］。”而

健康信息素养是人们能够认知到何时需要健康信

息，有确定、评价和有效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老

年人健康信息素养对其健康信息行为有较大影响。

３３２　获取能力自我评价　大部分老年人对获取

健康信息能力的评价不高，自评为 “很有能力”和

“有能力”的分别为３０３％和３１０７％。而自认 “有

一点能力”最多，为４８６９％， “没有能力”的为

１７２１％，说明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能力不容乐观。

３３３　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认为健康信息不准确

的占５６５９％，说明老年人最关注的问题是信息准确

与否，对此相应服务主体应注重提高信息准确性。

３８５５％的老年人表示找不到，反映出老年人健康信

息素养不高。３６１４％ 的老年人认为获取健康信息

费用太高，３１１２％的老年人认为花费时间过多。

３４　信息服务

３４１　提供机构选择　老年人最希望由医疗机构

提供健康信息 （占７２４４％），其次分别是政府部门

（占５０７８％）、公益机构或图书馆 （占 ３２４８％），

选择商业公司的最少 （占１７１％）。说明大多数老

年人希望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医疗机构能为其提供

健康信息，不希望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过多地

参与该行业。

３４２　付费意愿　５１８８％的老年人愿意为健康信

息服务付费，４８１２％的老年人不愿意付费。对部

分不愿意付费的老年人进行访谈，了解到许多老年

人是由于担心费用过高以及医保不能报销，如果费

用合理，其愿意为健康信息付费。

４　讨论

４１　获取目的及途径

老年人查找健康信息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自身及

家人健康问题，预防疾病和维护健康，获取健康信

息的信任途径和实际获取途径存在差异。最被老年

人信任的医护人员反而是实际获取健康信息比例最

低的途径，反映出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通过

医护人员充分获取健康信息，这是健康信息服务机

构需要重视的现象。

４２　行为能力及获取障碍

大多数老年人会独立获取健康信息，注重收集

和保存健康信息，但是大部分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

能力不强，需求实际满足率仅有１／３，健康信息素
养不高，这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一致［１０］。老年人获

取的健康信息量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尽管有

亲自收集的意愿，但仍需要可靠的外部信息服务主

体给予支持和帮助。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障碍的主

要原因是健康信息不准确、费用高，服务不够完

善，对此需要提高健康信息服务质量。另外老年人

健康信息获取能力不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应

有意识地加强培训，这也是健康信息服务机构下一

步工作重点。

４３　服务主体

主要有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图书馆 （公益机

构）和商业机构４大类［１１］。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医

疗机构作为老年人健康信息服务主体具有最大优

势。各主要服务主体中老年人最为信赖的信息来源

是医护人员，最期待提供专业健康信息的机构是医

疗机构。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专业的医学背景能充

分满足老年人对于健康信息准确性的要求，应成为

重点发展的健康信息服务主体［１２］。老年人实际通过

医护人员获取健康信息的比例不高，主要原因是许

多大中型医院人满为患，医生单位时间内接诊患者

过多，无暇为老年人提供详细健康指导，影响老年

人群通过医疗机构专业人员获取健康信息的积极

性。社区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受到老年人信赖，同时

与大型医院相比就医更方便，社区医生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与老年人关系相对紧密，因此建议老年人

选择社区医院作为健康信息服务最重要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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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采用抽样方法对５０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
查，分析老年人健康信息行为及服务需求特征。调

查发现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疾病

和维护健康，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较为分散，大多

数老年人独立获取健康信息能力有所欠缺，获取健

康信息量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尽管有亲自收集健

康信息的意愿，但仍需要可靠的外部信息服务主体

给予支持和帮助，建议社区医院应成为老年人健康

信息服务的主体。希望通过本研究为相关机构开展

老年人健康信息服务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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