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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在线健康社区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整合模型，阐述模型构建方法、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情
况、模型检验方法，分析结果，提出信息质量通过感知有用性积极影响用户满意度，从而提高用户持续使

用意愿；用户之间交互性正向影响社区归属感，进而提高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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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线健康社区是用户分享和交流健康信息的

网络互动平台。与实体社区相比，在线社区突破

时空限制，提高获取健康信息的便捷性，为用户

节省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在线健

康社区的发展和完善对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和节省

医疗卫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１］。用户持续使用意

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线健康社区发展。分析用

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增强用户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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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进在线健康社区良性发展。如何有效提升

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是在线健康社区面临的主要

挑战［２］。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２１　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在线健康社区持

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探索。从信息、信息系统

角度出发，张星、陈星和夏火松等［３］基于信息系统

成功模型发现用户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共同决定用

户忠诚度；从用户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围绕用户心

理和认知展开。ＪｕｍａａｎＩＡ、ＨａｓｈｉｍＮＨ和 Ａｌ－

ＧｈａｚａｌｉＢＭ ［４］在期望确认模型中引入认知吸收变

量，提出认知吸收是预测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最稳

健因子；ＺｈａｎｇＸ、ＹａｎＸ和ＣａｏＸ等［５］发现，在信

息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中感知电子健康素养可通过

调节外围路径对信任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显著积极

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２２　创新性研究

现有研究多从社会支持角度探究社区归属感对用

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６］，并未从交互性角度考虑

用户社区归属感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用户可通过

交互行为从在线健康社区获得支持，这对提高用户健

康水平和增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均有积极影响［７］。

本文基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和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

型，融合交互性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问卷调查的

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从信息质量与交互性两个角度

探究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

３　整合模型与研究假设

３１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１９９２年ＤｅｌｏｎｅＷＨ和 ＭｃｌｅａｎＥＲ借助信息影

响理论提出信息系统成功模型［８］，包括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系统使用、用户满意、个人影响和组织

影响６个评估变量。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广泛应用于

预测信息系统采纳行为和持续使用行为。在线健康

社区本质上也是一种数字健康信息系统。目前已有

学者将其应用于在线健康社区使用意愿研究［９－１０］，

证实该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将信息

系统成功模型作为理论基础。由于百度贴吧、ＱＱ

和微信互助群等在线健康社区的服务属性较弱，本

研究未将服务质量纳入其中。获取健康信息是用户

使用在线健康社区的主要动机之一［１１］，信息质量对

满足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信息需求具有直接影响，进

而提高用户感知有用性［１２］。网络健康信息质量评价

指标众多［１３］，结合在线健康社区特点，将时效性、

可信度和准确度作为信息质量观测变量，提出以下

假设。Ｈ１：信息质量对感知有用性具有积极影响；
Ｈ２：信息质量对用户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Ｈ３：

信息质量对持续使用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３２　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

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是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于

２００１年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期望确认理论提出

的［１４］。他认为，除初始接受外，持续使用是信息系

统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期望确认程度和感知有

用性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进而提高持续使用意

愿。期望确认程度是指用户感知到自身期望得以实

现的程度，体现为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差距

大小，对行为后的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１５］。而用户

感知有用性一定程度体现用户期望的符合程度，为

避免变量内涵重复，整合模型中未纳入期望确认，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Ｈ４：感知有用性对用户满意

度具有积极影响；Ｈ５：用户满意度对用户持续使用

意愿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３３　用户交互性

交互性是在线健康社区特征之一，用户从交

互过程中获取信息和得到情感支持。魏文冰［１６］通

过实证探讨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虚拟学习社区归属感，

提出虚拟学习社区的学习者交互频率可以增强社

区归属感。已有研究发现虚拟社区成员的社区归

属感越强其参与意愿越高［１７］，为此提出以下假

设。Ｈ６：交互性积极影响社区归属感；Ｈ７：社区

归属感积极影响持续使用意愿；Ｈ８：社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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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用户满意度。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

模型，见图１。

图１　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整合模型

４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４１　问卷设计

问卷共包含６个潜变量：信息质量、感知有用
性、用户满意度、交互性、社区归属感和持续使用

意愿，每个变量包含３个测度项，见表１。采用李
克特５级量表来测量每个维度的测量项的值。通过
问卷星发放问卷，对曾经使用过在线健康社区的６０
名学生进行预调查，预调查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

的效度和信度。

表１　变量和测量题项

潜变量 观测变量 问卷题项描述 文献来源

信息质量　　 及时性　 认为在线健康社区信息更新及时 ＷｉｘｏｍＢＨ、ＴｏｄｄＰＡ［１８］

准确度　 认为在线健康社区的信息正是所需要的

可信度　 认为在线健康社区的健康信息是可以相信的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Ｒ、ＦａｎＨＭ和ＳｍｉｔｈＳ等［１９］

感知有用性　 简便性　 使用在线健康社区使获取健康信息简单化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１４］

效率　　 认为在线健康社区能提高获取健康信息的效率 ＤａｖｉｓＦＤ［２０］

有用性　 感觉在线健康社区提供的健康信息是有用的

用户满意度　 满足感　 认为在线健康社区满足了健康信息需要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１４］

愉悦感　 使用在线健康社区的过程中，感到愉悦

满意感　 使用在线健康社区后，感到满意

交互性　　　 分享　　 会在在线健康社区分享健康信息和经验 张泸月、许统和熊芳［２１］

讨论　　 会在在线健康社区与其他成员讨论健康信息

评价　　 会在在线健康社区中点赞或评论

社区归属感　 认同感　 乐于成为在线健康社区的成员 ＬｉｎＨＦ［２２］

亲近感　 愿意与在线健康社区其他成员成为朋友 ＫｏｈＪ和ＫｉｍＹＧ［２３］

依恋感　 喜欢在线健康社区的其他成员

持续使用意愿 愿意使用 愿意使用在线健康社区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１４］

经常使用 会经常使用在线健康社区

推荐使用 会推荐别人使用在线健康社区

４２　问卷发放与收集

研究对象为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将问卷线上发

放给甜蜜家园、健康主题百度贴吧、病友群等平台

收集数据。调查时间为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２５日—２０２１
年２月４日，回收问卷４５０份。删除前后逻辑不自
洽、答题时间过短和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有效

问卷４１９份，回收率为９３１１％。调查对象基本情
况，见表２。男女性别比例均衡；使用求医问诊型
在线健康社区较多，占６５８７％；多数调查对象健
康状态良好；在学历方面，主要为本科及以上

（７２７９％）用户；年龄结构方面，调查对象年龄处
于１６～４５岁之间，２６～３５岁的样本量最多，占比
５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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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类别 问卷数量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２１０ ５０１２

女 ２０９ ４９８８

社区类型 求医问诊型 ２７６ ６５８７

论坛交流型 １４３ ３４１３

健康状态 较差 ２４ ５７３

一般 １８８ ４４８７

良好 ２０７ ４９４０

学历　　 专科及以下 １１４ ２７２１

本科 ２３８ ５６８０

硕士及以上 ６７ １５９９

年龄　　 １６～２５岁 ５８ １３８４

２６～３５岁 ２１１ ５０３６

３６～４５岁 １５０ ３５８０

４３　信度和效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２６对每个潜变量分别进行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系数信度分析，得出各测量项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系数
均大于０８，表明该量表有较高的信度水平。为进
一步检验问卷效度，使用ＡＭＯＳ２３０对数据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每项潜变量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

０５，表明各测量题项都能较好地反映出潜变量；
平均方差抽取量 ＡＶＥ在０６９７～０７２３之间，均大
于０５的标准；组合信度 ＣＲ值在０８７３～０８８７之
间，均大于 ０７，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见表３。

表３　样本数据信度检验

潜变量 测量项
标准因子

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ＡＶＥ值 ＣＲ值

信息质量　 及时性 ０８３５ ０８７３ ０６９７ ０８７３

准确度 ０８３７

可信度 ０８３５

感知有用性 简便性 ０８４ ０８８４ ０７１７ ０８８４

效率　 ０８４６

有用性 ０８５５

用户满意度 满足感 ０８２７ ０８７７ ０７０３ ０８７７

愉悦感 ０８４２

满意感 ０８４７

续表３

交互性　　 分享　　 ０８２４ ０８８３ ０７１５ ０８８３

讨论　　 ０８５

评价　　 ０８６３

社区归属感 认同感　 ０８６４ ０８８７ ０７２３ ０８８７

亲近感　 ０８５７

依恋感　 ０８３

持续使用　 愿意使用 ０８４７ ０８８３ ０７１４ ０８８２

意愿　　　 经常使用 ０８４４

推荐使用 ０８４４

５　模型检验

５１　结构模型适配度检验

使用ＡＭＯＳ２３０计算模型的拟合指标，各项指

标显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见表４。

表４　模型适配度检验值

项目 临界值 实际值

绝对适配度指数 χ２／ｄｆ ＜３ １０３１

ＧＦＩ ＞０８ ０９６７

ＡＧＦＩ ＞０８ ０９５６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８ ０００９

增值适配度指数 ＩＦＩ ＞０９ ０９９９

ＣＦＩ ＞０９ ０９９９

ＮＦＩ ＞０９ ０９８３

５２　假设检验

对整体模型不断拟合和调整后，删除 Ｈ２、Ｈ３

和 Ｈ８这３条影响模型拟合优度的路径，见图 ２。

两条不同路径影响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使用意

愿，从信息角度出发，信息质量影响感知有用性，

进而影响用户满意度及持续使用意愿，其中每一

步路径系数 Ｐ值显著，信息质量显著影响感知有

用性，支持假设 Ｈ１，同时感知有用性也显著影响

用户满意度，支持假设 Ｈ４；从用户互动角度来

看，交互性更强的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社区归属

感显著更强 （在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标准化路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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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系数为 １００），支持假设 Ｈ６；社区归属感
（０４９）和用户满意度 （０５１）共同影响用户的

持续使用意愿 （在０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支持
假设 Ｈ５和 Ｈ７，见表５。

图２　模型分析结果

表５　模型验证与假设检验

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值 （ＣＲ） Ｐ值

→信息质量 感知有用性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９ ００４６ ２１２１９ 

→感知有用性 用户满意度　 ０９７０ ０９８８ ００４７ ２０８３３ 

→交互性 社区归属感　　　 ０９０６ １００３ ００４１ ２２１６８ 

→用户满意度 持续使用意愿 ０５４６ ０５１１ ０１７６ ３０９７ ０００２

→社区归属感 持续使用意愿 ０５０２ ０４８８ ０１６９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３

　　注：为Ｐ＞０００１。

６　讨论

６１　信息质量通过感知有用性和用户满意度显著
影响持续使用意愿

　　信息质量积极影响感知有用性。王文韬、谢阳

群和刘坤锋［２４］通过半结构访谈发现用户在获取较高

质量信息时才会感知在线健康社区有用性，本研究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董庆兴、周

欣和毛凤华等［２５］提出信息质量通过感知价值影响用

户满意度，与本研究结论略有不同，感知价值侧重

于用户对在线健康社区不随外界而改变的物理属性

评价，而感知有用性侧重于在线健康社区是否满足

用户需求的评价。已有研究表明，在知识问答平台

中［２６］，感知有用性通过用户满意度积极影响持续使

用意愿。本研究发现在线健康社区中该路径同样成

立。用户产生健康信息需求，引发寻求信息的行

为，在线健康社区满足用户信息需求后，用户感知

有用性增加，进而对在线健康社区产生更高满意

度，持续使用意愿更强。

６２　交互性通过用户社区归属感显著影响持续使
用意愿

　　交互性越高的用户社区归属感越强，进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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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使用意愿。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从交互中获取信

息支持和情感支持［２７］，从而获得社区归属感。宋慧

玲、帅传敏和李文静［２８］提出知识问答社区中感知交

互性通过社区归属感影响满意度，该结论与本研究

相似。但在其研究中，感知交互性定义为人机交互

和人际交互，并侧重关注用户的交互意愿程度，而

本研究将实际交互行为 （讨论、分享、评价）作为

交互性程度的体现，进一步从用户行为角度探讨交

互性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

６３　整合模型的局限性

本研究从信息质量和交互性出发，通过构建整

合模型解释在线健康社区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

素。该模型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结构方程模型的

构建依赖理论基础。虽然能实证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和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对在线健康社区的普适

性，但受所依据理论限制无法全面考量在线健康社

区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先通

过探索性分析筛选出解释度较大的影响因素，再根

据相关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使研究更为全面。

二是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所构建模型无法从动态

角度解释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变化。未来可通过收集

不同阶段的数据深入挖掘用户使用动机与持续使用

意愿的影响因素。

７　结语

本文从信息质量和交互性出发，从两条路径探

究在线健康社区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

明，信息质量通过感知有用性和用户满意度积极影

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此外交互性通过社区归属感

影响持续使用意愿。本研究对在线健康社区管理者

和用户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管理者来说，保

证平台信息质量、加强用户交互有利于提高用户持

续使用意愿。审核医生发文质量和设置管理员对信

息进行有效管理可以提升信息质量。同时保持良好

的交互环境和提高医生服务质量可促进用户持续使

用意愿。对于用户来说，积极参与到在线健康社区

中，加强对社区的感知有用性，能够更好地满足信

息需求并获得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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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当前医疗场景下各数据源存在广泛异质性且互

不可见，为知识迁移带来巨大挑战。本文提出 “来

源价值优选－众源层次汇聚 －适源动态演化”３阶
段的隐私保护下海量数据源跨域知识迁移的全生命

周期创新性技术框架。提出安全跨域迁移价值度量

方案，开发最优迁移源选择算法；构建层次化数据

源组织架构，建立可适配不同数据源层的异构安全

技术跨域知识迁移汇聚方案；设计隐私保护下数据

源时变实时监测算法，对知识汇聚模型进行动态演

化。以上框架可以实现安全的数据迁移和全生命周

期医疗数据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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