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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ｍｏｕ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ａｔ

１　引言

研究公众对互联网＋国家 “名医工作室”中医

药知识服务 （以下简称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
务）模式的需求意愿与利用行为，可以化解中医药

高质量知识资源稀缺的困境，有利于依据公众意愿

更好地运用智能化技术，推进国家 “名医工作室”

中医药健康知识服务，助推健康中国建设。对中医

药领域而言，“互联网 ＋”是现代中医药知识的一
种服务模式［１］。我国社区居民对中医知识和服务都

有迫切需求，但目前社区中医服务水平仍然相对落

后［２］。有学者通过社区调研发现居民呈现出对中医

药知识强烈的需求［３］。如张小燕［４］对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进行调研，指出９５６７％的老年
人对养老服务需求最大的就是中医医疗保健，且有

９４％的老年人表示曾经接触过中医治疗方法，但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总体偏弱。这说

明大多数基层公众尽管具有巨大的中医药需求，但

不可及是最大问题，其无法就近看中医，看名中医

的愿望更得不到满足［５］。

针对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数量少，高水平的中

医药知识资源严重稀缺，远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

的中医药健康知识需求的现状［６］，本文探讨通过构

建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解决这种困
境，通过调查了解公众对该模式的接受意愿及利用

行为，分析影响公众接受利用行为的相关因素，以

期为相关部门积极运用该模式满足广大群众需求提

供参考。

２　理论模型与假设

２１　理论模型

２１１　模型结构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７］，

该理论近年来在健康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８］。针

对公众需求意愿构建理论模型，包括公众在接受互

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方面的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以及实际行为

这５个变量，见图１。

图１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

模式的需求意向及利用行为理论框架模型

２１２　模型各变量定义　 （１）公众的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维度表示公众对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

服务模式提供及利用的接受或不接受、喜欢或不喜

欢、赞同或不赞同的总体评价。（２）公众的主观规

范。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会影响公众

主观规范信念和顺从该新媒介服务环境规范的动

机，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和 “互联网＋”的社会环

境中，个体的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人或组织的认知和

行为会影响公众自己行为的预期。（３）公众的知觉

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维度分析互联网 ＋名医中

医药知识服务模式公众接受的难易程度与阻碍或促进

个人接受度。（４）公众的行为意向。行为意向是公

众接受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的意向和愿

望，并表明公众愿意为尝试或执行这种行为付出多少

努力。（５）公众的实际行为。实际行为就是公众的

需求意向产生后，真实接受利用互联网＋名医中医药

知识服务模式的情况，需要展开对利用行为的执行调

查。本研究以近１年发生的实际利用互联网＋名医中

医药知识服务模式行为进行测量。

２２　研究假设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设计了１１个假设，
·１３·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



见表１。

表１　研究假设

假设编码 假设内容

Ｈ１ａ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行为态度与

主观规范存在相关性

Ｈ１ｂ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主观规范与

知觉行为控制存在相关性

Ｈ１ｃ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行为态度与

知觉行为控制存在相关性

Ｈ２ａ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行为态度正

向影响利用意向

Ｈ２ｂ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主观规范正

向影响利用意向

Ｈ２ｃ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知觉行为控

制正向影响利用意向

Ｈ３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行为意向正

向影响实际行为

Ｈ４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知觉行为控

制正向影响实际行为

Ｈ５ａ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意向在行为

态度和实际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Ｈ５ｂ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意向在主观

规范和实际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Ｈ５ｃ 公众对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意向在知觉

行为控制和实际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３　调查对象与统计方法

３１　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采取实地调查、委托调查和网络

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

地区分布委托高校教师带领学生调研当地居民，并

给予相应报酬。对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

东、福建、上海、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南、湖

南、湖北、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区进行了调研。

收集问卷 １１５９份。清理数据后，淘汰选项不全、
回答时间短的无效问卷４５份，有效问卷１１１４份，
有效率为９６１２％。

３２　统计方法

利用ＳＰＳＳ２３０对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测试了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利用
意向及利用行为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验证数据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通过ＡＭＯＳ２６０的验证性因子分
析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和结构方程
分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ＥＭ）来分析公众
对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利用意向和行
为，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修正指数 ＭＩ修正模型，
探索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公众利用态
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其对利用意向和

实际行为之间影响关系的具体实现路径。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样本基本信息分析

４１１　样本人口变量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受访者
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例如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见表２。

表２　样本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

性别　　 男 ４４８

女 ６６６

年龄　　 １８～４４周岁 ８２６

４５～５９周岁 ２２７

６０周岁以上 ６１

最高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４５

初中 １２８

高中／中专／职高 １４４

大专／本科 ６２３

硕士及以上 １７４

职业　　 农民 ９４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８６

工人 ５５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１３３

自由职业者 １２７

公务员 ３６

在校大学生 ３８９

离退休人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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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受调查者的地域分布　由于地理因素，华
东地区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受访者总数的４４％，
而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分别占 １８％、
１２％和１２％，华北、西南和西北分别占８％、５％和
１％，见图２。

图２　被调查者地理分布

４２　样本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也称为 “可靠性检测”，用于测试调

查问卷收集的数据是否一致。通过分析样本信度可

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意向、实际行为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都大于 ０９，知觉行为控制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６１，表明本文的调查量表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问卷质量得到肯定，具有进一

步研究的学术价值，见表３。

表３　可靠性分析

测量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题项数量 是否接受

行为态度　　 ０９０５ ６ 接受

主观规范　　 ０９１２ ５ 接受

知觉行为控制 ０８６１ ４ 接受

行为意向　　 ０９３０ ４ 接受

实际行为　　 ０９４２ ６ 接受

总量表　　　 ０９５８ ２５ 接受

４３　样本区分效度分析

区分效度是同一潜在性状的维度之间应具有较

低的相关性或显著性差异，即测量一个维度的项目

不应在另一个维度上有较高的负担［９］，并且可以区

分。常用方法是相关系数法，见表４。通过样本区
分效度分析可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

控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０１），因此居民使

用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行为态度、主观
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的３个外生潜在变量彼此之间
相关，并具有适度的相关性。假设 Ｈ１ａ、Ｈ１ｂ和
Ｈ１ｃ成立。

表４　相关系数矩阵

测量维度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态度 １ － －

主观规范 ０６３６ １ －

知觉行为控制 ０５５１ ０７３１ １

ＡＶＥ平方根 ０７８６ ０８２４ ０７９３

　　注：代表Ｐ＜０００１，对角线为ＡＶＥ平均方差抽取量。

修正模型的标准化路径检验，见表５。行为态

→度 行为意向，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０５１５，Ｔ
值为１５２０７，大于１９６，Ｐ值显著，行为态度对行
为意向的影响为正，即公众对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
医药知识服务的行为态度越活跃，利用意向越强

烈，假设Ｈ２ａ成立。 →主观规范 行为意向，其标

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２１５，Ｔ值为 ５３９１，大于１９６，
Ｐ值显著，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产生积极正向影响，
即公众对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主观
规范越强烈，个体越支持，使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
药知识服务有强烈意向，假设 Ｈ２ｂ成立。知觉行为

→控制 行为意向，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１５４，Ｔ
值为 ４２３３，大于１９６，Ｐ值显著，知觉行为控制
促进了行为意向，即公众对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
药知识服务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使用互联网 ＋名
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意向越强，假设 Ｈ２ｃ成立。行

→为意向 实际行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２６２，
Ｔ值为８４４２，大于 １９６，Ｐ值显著，行为意向促
进实际行为，公众对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
服务的行为意向越强，使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
识服务的实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假设 Ｈ３
成立。 →知觉行为控制 实际行为，其标准化路径

系数为０５４６，Ｔ值为１２８７６，大于１９６，Ｐ值显
著。使用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知觉行为
控制直接影响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
实际行为，并且对实际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假设

Ｈ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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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修正模型的标准化路径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

路径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ＳＥ Ｔ Ｐ

→行为态度 行为意向 ０５１５ ００３６ １５２０７ 

→主观规范 行为意向 ０２１５ ００３５ ５３９１ 

→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意向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６ ４２３３ 

→行为意向 实际行为 ０２６２ ００３６ ８４４２ 

→知觉行为控制 实际行为 ０５４６ ００７４ １２８７４ 

　　注：代表Ｐ＜０００１。

４４　小结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设计了１１个假设。

使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进行公众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
知识服务的意向和行为量表的公众信度和效度测试

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ＡＭＯＳ２６０分析量表的

结构方程，并验证了１１个假设，从而确认利用互
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公众行为态度、主观
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存在相关性。公众利用互

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意向受到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 ３方面的显著正向性影
响，实际行为受行为意向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利用

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实际行为受知觉行

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意向在模型中的中介作

用是显著的。

５　建议与启示

５１　政府主导促进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
利用与共享

５１１　促进公众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

务模式　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努力制
定政策推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与共
享，在国家 “名医工作室”中医药知识资源稀缺的

情况下，设计可及性措施促进公众利用互联网 ＋名
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使传统中医药知识能继续

发挥其独特优势，推进健康中国建设［１０］。调查发现

在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源稀缺、可及性不足的情

况下，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国家 “名医工作室”中

医药知识服务模式的利用与共享，促进公众对中医

药知识智能化利用的行为意向，各地方政府在中央

政府的指导下，配套相关支持激励措施，增强公众

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知觉行为控

制，提高我国居民健康素养［１１］。

５１２　促进国家 “名医工作室”与互联网企业合

作　国家 “名医工作室”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有利于

名医中医药知识共享，但是目前二者处于分离状

态，国家需要利用政策机制促进双方合作，解决名

医中医药知识稀缺、公众不可及的问题［１２－１３］。国

家可通过购买或补贴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激励国家

“名医工作室”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如对运用新媒

介传播和利用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互联网企业进

行收视率、利用率补贴，以此为互联网 ＋名医中医

药知识服务模式的使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

５２　国家 “名医工作室”积极支持互联网＋名医
中医药知识服务

　　在互联网时代，国家 “名医工作室”需要主动

利用新媒体技术，构建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

务模式，提高公众对国家 “名医工作室”名医中医

药健康知识的知晓和认识水平，例如开设国家 “名

医工作室”的微信官方账号，将相关中医健康知识

推送给公众，增强公众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

识服务的知觉行为控制，促进公众对互联网 ＋名医

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利用［１４］。对此，重点在名医中医

药知识的健康内容上，选择公众能够理解与接受的

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健康服务类型，以公众需

求为导向提供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

并考虑公众对中医药知识的理解能力。利用生动、

易于理解的民间流行中医药文化故事进行相关宣

传、传播表述。

５３　以社区为基础建立互联网＋名医中医药知识
服务基地

　　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加强基层建设，名老中医药

专家的中医药健康知识需要向基层普及，运用互联

网＋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模式提升基层公众的可及

性，从供给侧加强新媒介及大数据技术转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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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中医药知识，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创新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健康知识服务模式，举办中医药文化
科普活动，影响公众对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
务的认知，形成学习利用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
服务的良好氛围，促进社区建立制度化的宣传基

地，持续进行互联网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及中医
药健康文化科普活动，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创

建良好的社区基础环境，进而促进公众对互联网 ＋
名医中医药知识服务的利用意向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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