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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解释水平理论、隐私计算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在线医疗平台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响因素
模型，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远期披露意愿，对近期披

露意愿无显著影响；感知收益对远期披露意愿和近期披露意愿均产生正向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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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预防为主的大健康格局

与健康中国建设”子课题四 “健康中国建设

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７ＺＤＡ０８０）；２０２０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

创新项目 “在线医疗平台用户的隐私信息披

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

２０２０ＷＴＳＣＸ０７５）；２０１９年度广东省医学科学

技术研究基金项目 “基于患者隐私保护的医

疗数据自适应访问控制模型研究” （项目编

号：Ａ２０１９３０５）。

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应用发展，在线医疗平台迅速发展

壮大，有效辅助大众解决健康问题。以春雨医生、

好大夫在线、微医为代表的在线医疗平台凭借其特

有的功能和服务成为大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来

源。隐私泄露事件频繁出现引发用户对个人隐私安

全的关注。一方面，网络隐私泄露伤害患者利益，

隐私顾虑会降低用户信息披露意愿；另一方面，相

较线下就医，在线医疗平台需要患者提供更多辅助

信息，信息不足或者错误可能会延误甚至误导诊

疗，难以充分发挥线上医疗平台的医疗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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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信息泄露风险之间的矛盾成为

影响用户使用或持续使用在线医疗平台的关键问

题，也是影响在线医疗平台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

在做好用户医疗隐私保护的基础上促进用户信息披

露才能更好地提供健康服务，发挥平台作用。隐私

披露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主动向他人披露

个人信息［１］。目前关于医疗隐私披露的研究较少，

ＺｈａｎｇＸ、ＬｉｕＳ和ＣｈｅｎＸ等［２］结合双重演算模型和

保护动机理论分析在线健康社区用户隐私关注的影

响因素，发现隐私关注、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对用

户个人健康信息披露意愿有显著影响。ＢａｎｓａｌＧ、

ＺａｈｅｄｉＦ和ＧｅｆｅｎＤ［３］基于效用理论构建模型，探讨

个人性格、信任和隐私关注对用户在线健康信息披

露意愿的影响。王瑜超和孙永强［４］研究网站服务、

网站互惠规范及用户信任因素，构建医疗健康网站

用户自我表露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上述研究从情

感、收益、风险等方面分析用户信息披露行为，指

出隐私关注对隐私披露意愿、隐私披露行为的持续

影响。但是患者在健康状态下与求医问诊状态下所

感知到的收益和风险不同，两者对隐私信息披露意

愿的影响也可能有差异。所以基于远期和近期披露

意愿的区别，本文利用解释水平理论、隐私计算理

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在线医疗平台用户隐私披露

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对其有效性

进行验证，以期为医疗平台管理提供参考。

２　理论基础

２１　解释水平理论

解释水平理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ＬＴ）

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对事物的表征具有不同解释水

平，解释水平受到心理距离影响，进而影响个体判

断和决策。解释水平是指人们对事物表征的抽象水

平，高解释水平是指人们用本质、核心、去背景化

的特征表征事物，低解释水平则是用具体、外围、

背景化的特征解释事物［５］。心理距离包含时间距

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性４个维度［６］，参

照点是自我、此时、此地，即指个体以自我为参照

点，对所描述事情或行为在时间、空间距离远近和

可能发生概率大小的感知。解释水平受到心理距离

影响，当人们感知的心理距离远时倾向于用高解释

水平解释，心理距离近时则倾向于低解释水平解

释。用高解释水平解释一个行为，会使人在未来更

加重视该行为，用低解释水平解释同一个行为，会

使人在近期更看重这个行为［７］。ＨａｌｌａｍＣ和 Ｚａｎｅｌｌａ

Ｇ［８］首次将解释水平理论运用到社交网站中分析用

户的隐私披露行为，解释隐私悖论现象，认为隐私

关注和社会奖励处于不同解释水平，对隐私披露行

为产生不同影响。李贺、余璐、许一明等［９］分析隐

私关注和感知收益处在不同解释水平上对远期和近

期披露意愿的影响，探讨信任在隐私关注与披露意

图、感知收益与披露意图间的调节作用，丰富解释

水平理论在解释用户隐私披露行为中的应用。

２２　隐私计算理论

隐私计算理论认为用户在进行信息披露时会进

行成本与收益权衡分析，只有当感知收益超过或至

少相当于感知风险时才会选择披露信息。这一理论

符合期望理论，即人们会以消极结果最小化、积极

结果最大化的方式采取行动。当在线医疗平台用户

感知到披露信息可能带来的收益大于风险时该行为

会被实施，反之则不会。隐私计算理论是研究隐私

披露最常用的理论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不同情境下

隐私披露研究，例如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医疗健

康等领域。此外部分学者将隐私计算理论与其他理

论相结合共同解释不同情境下隐私披露。ＳｔｅｒｎＴ和

ＳａｌｂＤ［１０］将隐私计算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相结合，

研究在线社交网站用户信息披露。王瑜超［１１］以隐私

计算理论为框架，结合社会交换理论和信任理论构

建虚拟健康社区用户健康信息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

模型。

２３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ＰＢ）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

只考虑个体行为受意志的影响，实际研究中发现个

体行为还依赖执行能力和条件，因此在其基础上加

入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形成计划行为理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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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最直接的因素，行为

意向反过来受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影

响。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有利，知觉行为控制越

强，行为意向就越强，越可能执行该行为。计划行

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须过程，

将行为意向作为自变量和最终行为的中介变量，自

变量通过改变行为意向来影响个体最终行为。

３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３１　研究假设

３１１　感知风险与披露意愿　本研究中的感知风

险是指用户向在线医疗平台披露信息时所感知到的

潜在风险或损失。ＫｒａｓｎｏｖａＨ、ＳｐｉｅｋｅｒｍａｎｎＲ和

ＫｏｒｏｌｅｒａＲ等［１２］及 ＣｈｅｎＲ［１３］研究都发现在线社交

网站用户的感知风险显著负向影响用户自我披露。

王瑜超和孙永强［４］在研究虚拟健康社区时也证实了

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披露意愿。本文基于解释水

平理论将感知风险视为远心理距离事件，主要原

因，一是用户向在线医疗平台披露信息带来的风险

或损失通常不会在近期体现，因此时间距离远；二

是在线医疗平台用户对风险认知多是来源于其他用

户隐私侵犯经历，是一种模糊感知，因此社会距离

远；三是用户信息泄露通常被认为是假设性的［１４］，

风险是未知、不确定的，用户认为隐私泄露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较低。解释水平理论认为当一项

活动或行为不是个人直接体验的一部分时，在心理

上是遥远的。心理距离影响解释水平，感知风险的

远心理特征适合用高解释水平来解释。ＴｒｏｐｅＹ和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１５］认为，同一行为的高解释水平在远期

决策中更为重要，而低解释水平在近期决策中更为

重要。因此高解释水平表征的感知风险应当会对用

户远期披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提出以下假

设：Ｈ１：在线医疗平台用户的感知风险显著负向影

响远期披露意愿。Ｈ２：在线医疗平台用户的感知风

险对近期披露意愿无显著影响。

３１２　感知收益与披露意愿　本研究中的感知收

益是指用户向在线医疗平台披露信息时感知到的可

能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和回报。用户向在线医疗平台

披露信息可以获得医生诊疗建议、其他用户治疗经

验等信息支持，与更多人互动交流，减缓孤独、获

得鼓励，这些收益均会促使用户产生披露信息的意

愿。ＷａｎｇＴ、ＤｏｎｇＴＤ和ＣｈｅｎＣＣ［１６］研究表明感知

收益正向影响用户披露个人信息意向，姜又琦［１７］研

究在线医疗网站用户信息披露意愿时将感知收益分

为内在收益和外在收益，结果表明内在收益和外在

收益均与患者披露意愿正相关。基于解释水平理

论，本文将感知收益视为近心理距离事件，原因在

于：一是在线医疗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与其他患者或

医生交流获得情感支持。许多患者在网络上更愿意

倾诉不愿和身边人提及的健康问题，由此获得鼓

励、帮助和安慰等情感收益。情感价值体现在更具

体的层面［１８］，应用低解释水平解释。二是基于前景

理论，用户披露信息获得的鼓励、情感支持是即

时、显著的，这种 “眼前收益”促使用户产生披露

信息意愿［９］，因此时间距离近。三是用户通过平台

与医生或其他用户实现社交互动，参与方式轻松灵

活、便捷省力。用户很容易熟悉通过在线互动带来

情感或信息支持方式，熟悉事件被认为比不熟悉或

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心理上更接近［１９］，因此感知收

益近心理距离的特征适合用低解释水平表征。解释

水平理论认为，低解释水平事件会对近未来意愿产

生显著影响，用户会为了当前收益选择披露个人信

息。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Ｈ３：在线医疗平台用

户的感知收益显著正向影响近期披露意愿。Ｈ４：在

线医疗平台用户的感知收益对远期披露意愿无显著

影响。

３１３　披露意愿与披露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

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意愿可以直接决定

用户行为［１９］。用户披露信息的意愿越强烈就会越积

极地向在线医疗平台披露个人信息。本文中用户披

露行为是近期和远期披露意愿相互作用的结果。解

释水平理论预测解释水平会对感知结果或结果价值

进行折现，在这种情况下远未来结果的价值低于近

未来［８］。用户披露意愿存在时间折扣，以用户当下

为参照的标准点，远期披露意愿时间距离远是一种

远心理距离的意愿；近期披露意愿时间距离近是一

种近心理距离的意愿［９］。远期披露意愿价值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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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披露意愿的价值更低，因此当在线医疗平台用

户做出披露行为决策时，更容易受到近期披露意愿

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Ｈ５：在
线医疗平台用户远期披露意愿对披露行为无显著影

响。Ｈ６：在线医疗平台用户近期披露意愿对披露行
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２　理论模型

基于相关理论和本文假设构建模型。感知风险

和感知收益作为自变量，披露行为作为因变量，提

出近期披露意愿和远期披露意愿两个预测因变量，

见图１。

图１　研究模型

４　研究方法

４１　研究设计

以国内在线医疗平台用户为数据采集样本，通

过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进而对研究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问卷分为两部分：第１部分是被调查者
的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

使用在线医疗平台时间及有无隐私泄露经历等；第

２部分是在线医疗平台用户信息披露行为影响因素
调查，包括感知风险、感知收益、近期披露意愿、

远期披露意愿及披露行为５个潜变量。量表设计参
考国内外经典量表并结合国内在线医疗平台实际情

况进行适当修改。所有问项均采用李克特 ５级量
表，分别用１～５标识，１表示 “非常不同意”，５
表示 “非常同意”，见表１。

表１　量表测度项及来源

潜变量 测量变量 来源

感知风险 （ＰＲ） ＰＲ１：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是有风险的 ＤｉｎｅｖＴ、ＸｕＨ和ＳｍｉｔｈＪＨ等［２０］，

ＰＲ２：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的信息可能会被泄露 ＦｌａｖｉｕｓＫｅｈｒ［２１］

ＰＲ３：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的信息可能会被不恰当地使用

ＰＲ４：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问题

远期披露意愿 （ＤＩ） ＤＩ１：未来打算向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提供信息以获得服务 ＨａｌｌａｍＣ和ＺａｎｅｌｌａＧ［８］，姜又

ＤＩ２：未来会在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要求提供信息时提供个人信息 琦［１７］

ＤＩ３：未来如果提供信息有助于保持健康，会向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提供信息

ＤＩ４：未来将会像现在一样继续向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分享信息

感知收益 （ＰＢ） ＰＢ１：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有利于获得相应的服务 ＤｉｎｅｖＴ、ＸｕＨ和ＳｍｉｔｈＪＨ等［２０］，

ＰＢ２：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有利于享受个性化服务 ＦｌａｖｉｕｓＫｅｈｒ［２１］，朱候、王可和

ＰＢ３：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有利于帮助解决健康问题 严芷君等［１９］

ＰＢ４：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可以更好地和医生或其他用户交流

ＰＢ５：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信息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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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近期披露意愿 （ＮＩ） 如果今天您有健康问题需要向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咨询，会怎么做？ ＨａｌｌａｍＣ和ＺａｎｅｌｌａＧ［８］，

ＮＩ１：向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提供信息以获得服务 姜又琦［１７］

ＮＩ２：在在线医疗平台或医生要求我提供信息时提供我的信息

ＮＩ３：如果提供个人信息有助于保持健康，会提供信息

ＮＩ４：向在线医疗平台的其他用户提供信息寻求帮助

披露行为 （ＤＢ） ＤＢ１：向在线医疗平台提供了信息 ＤｉｅｎｌｉｎＴ和ＴｒｅｐｔｅＳ［２２］，

ＤＢ２：从在线医疗平台上能找到个人信息 李贺、余璐和许一明等［９］

ＤＢ３：在在线医疗平台上提及过私人事情

ＤＢ４：在线医疗平台上其他用户可以看见个人信息

ＤＢ５：向在线医疗平台上分享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４２　数据收集

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５日－３月１５日通过问卷星发
放问卷。为了保证调查对象的有效性，在部分在线

医疗平台进行注册后向平台用户发送问卷。本次调

查共回收问卷４００份，剔除填写时间短及未使用过
在线医疗平台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３２８份，有效
回收率为８２０％，见表２。

表２　调查样本特征分布

统计期 分类
百分比

（％）

样本

数量

性别 男 ４７３０ １５５
女 ５２７０ １７３

年龄 ２０岁及以下 １２２０ ４０
２１～３０岁 ６４９０ ２１３
３１～４０岁 １９８０ ６５
４１～５０岁 ３００ １０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２０ ４
高中或中专 ５２０ １７
大专 ２０７０ ６８
本科 ４０２０ １３２
研究生及以上 ３２６０ １０７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政府工作人员 １０７０ ３５
专业人员 ９５０ ３１
企业职工 ２５００ ８２
服务业人员 ５２０ １７
工人 ２４０ ８
学生 ３３８０ １１１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９８０ ３２
其他 ３７０ １２

使用时间 １年及以下 ３９６０ １３０
２～３年 ４２１０ １３８
４年及以上 １８３０ ６０

有无隐私 有 ５３００ １７４
泄露经历 无 ４７００ １５４

４３　数据分析

４３１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一般认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
ｐｈａ系数超过０８、ＣＲ值超过０７为内部一致性水
平较好。本研究测量模型中每个潜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以及建构信度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值均超过０８，说明问卷具有较高信度。一般
认为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大于０７且平均萃取方差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大于 ０５为聚
合效度达标。各测量变量因子载荷均大于 ０７２２、
潜变量ＡＶＥ值均大于０５７５，表明量表具有较好聚
合效度，见表３。区分效度的检验标准通常是每个
潜变量的平均萃取方差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

之间的相关系数。测量结果表明各潜变量间存在显

著差异，区分效度良好，见表４。

表３　信度及聚合效度检验

潜变量 测量变量 因子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ＣＲ ＡＶＥ

感知风险 ＰＲ１ ０８０７ ０８８６ ０８８７ ０６６３

（ＰＲ） ＰＲ２ ０８２９

ＰＲ３ ０８２１

ＰＲ４ ０７９９

远期披露 ＤＩ１ ０７６９ ０８７０ ０８７１ ０６２９

意愿 （ＤＩ） ＤＩ２ ０８４１

ＤＩ３ ０７７４

ＤＩ４ ０７８６

感知收益 ＰＢ１ ０７２２ ０８７２ ０８７３ ０５７９

（ＰＢ） ＰＢ２ ０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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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ＰＢ３ ０８０３

ＰＢ４ ０７５４

ＰＢ５ ０７４５

近期披露　 ＮＩ１ ０７７８ ０８４２ ０８４４ ０５７５

意愿（ＮＩ） ＮＩ２ ０７２６

ＮＩ３ ０７７９

ＮＩ４ ０７４８

披露行为 ＤＢ１ ０７５３ ０８８１ ０８８２ ０５９９

（ＤＢ）　 ＤＢ２ ０７９３

ＤＢ３ ０８２６

ＤＢ４ ０７６９

ＤＢ５ ０７２５

表４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感知

风险

远期披露

意愿

感知

收益

近期披露

意愿

披露

行为

感知风险　　 ０８１４ － － － －

远期披露意愿 －０３８０ ０７９３ － － －

感知收益　　 －０００２ ０４３７ ０７６１ － －

近期披露意愿 ００６１ ０２８７ ０６８３ ０７５９ －

披露行为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４ ０３１５ ０４９７ ０７７４

４３２　假设检验　 （１）利用 ＡＭＯＳ２２０检验研
究模型，确认理论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是

否成立。结果显示结构模型拟合度指标均达到适配

标准，说明模型具有较好拟合度，见表５。（２）模
型路径检验。感知风险对远期披露意愿有显著负向

影响 （β＝－０３７９，Ｐ＜０００１），感知风险对近期
披露意愿无显著影响，因此假设 Ｈ１和 Ｈ２得到支
持；感知收益对近期披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０６８３，Ｐ＜０００１），但是感知收益对远期披露意
愿同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４３６，Ｐ＜０００１），
相较于近期披露意愿其影响更弱，因此假设 Ｈ３成
立，假设Ｈ４不成立。远期披露意愿对披露行为无
显著影响，近期披露意愿对披露行为有显著正向影

响 （β＝０５２５，Ｐ＜０００１），假设 Ｈ５和 Ｈ６成立，
见图２。（３）采用 Ｂａｒｏｎ提出的３步检验法检验近
期披露意愿是否对感知收益和披露行为起到中介作

用。中介作用的存在需要满足３个条件：首先，未
加入中介变量时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其

次，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有显著影响；最后，存在中

介变量时若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为部分中介

作用，若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检验

结果显示感知收益对披露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０１３８，Ｐ＜００１），近期披露意愿为感知收益
及披露行为的部分中介，表明感知收益一方面通过

近期披露意愿间接影响披露行为，另一方面会直接

对披露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见表６。

表５　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

评估指标 ＣＭＩＮ／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ＰＧ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ＮＦＩ

建议标准 ＜３ ＜００５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５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测量模型 １１５２ ００２２ ０９９２ ０９４０ ０９２５ ０７５１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１ ０９４１

图２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注：表示 Ｐ＜０００１；ｎｓ表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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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回归系数

模型一 感知收益　　 披露行为　　 ０２５７

模型二 感知收益　　 近期披露意愿 ０４１４

模型三 感知收益　　 披露行为　　 ０１３８

近期披露意愿 －　　　　　　 ０２８８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５　结语

根据上述对在线医疗平台用户隐私披露行为影

响因素模型的假设验证，对潜变量间关系及其路径

系数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感知风险对

远期披露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近期披露意愿无

显著影响。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感知风险负向影

响用户披露意愿。在线医疗平台用户需要向平台提

供个人健康信息才能获得相关诊疗服务，包含用户

既往病史、身体缺陷、病历等较敏感的健康信息，

信息越敏感用户向平台披露信息时感知到的风险越

大，就越不愿披露。根据解释水平理论观点，感知

风险是一种远心理距离事件，用高解释水平解释，

对远期决策更有价值，因此对远期披露意愿产生较

重要影响。第二，感知收益对用户近期披露意愿有

显著正向影响。用户通过向在线医疗平台分享信息

获得医生诊疗建议、患者诊疗经验、医生或其他用

户的鼓励安慰，这种信息和情感支持有助于用户恢

复健康。出于对疾病的担忧及对健康的期望用户会

产生向在线医疗平台分享个人信息、与他人交流的

意愿。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感知收益被看作近心理

距离事件，用低解释水平解释，对近未来决策产生

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证实这一观点。第三，感知收

益对远期披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与本研究原假设

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用户享受到向在线医疗平台

披露信息带来的收益，未来会更倾向于使用该网

站，希望再次获得收益。该结论可以用强化理论中

正强化的观点解释，用户披露信息获得收益的愉悦

感受能够强化用户趋向或重复信息披露行为，促使

用户在未来愿意披露信息。第四，感知收益是在线

医疗平台用户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中介作用验证

结果显示感知收益直接促进用户披露并以用户近期

披露意愿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用户披露行为，

即相对于感知风险，感知收益对用户披露行为影响

更大、更直接，在线医疗平台用户往往在风险和收

益中选择收益。研究表明在风险和利益抉择中用户

感知收益对近期和远期披露意愿都具有重要作用，

信息披露行为主要取决于近期披露意愿，用户会更

加看重在线医疗平台带来的近期实际收益。因此在

线医疗平台要实现持久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和

政策保证消除用户隐私安全顾虑，另一方面，要更

关注提升感知收益的服务内容、质量和水平，提供

丰富、有价值且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以增强用户

黏性。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是国内

知名的几家线上医疗平台，不同平台的服务功能不

同，但并未考虑用户披露行为的差异。其次，未考

虑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在线医疗平台用户披露意愿的

影响，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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