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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通过对医疗服务中患者价值共创研究现状的分析，总结现有研究局限性，为未来研究
提供可参考方向。方法／过程 基于文献分析法和综述法，分别从患者价值共创的行为类型、影响因素、结果
３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总结。结果／结论 现有研究存在概念内涵不清晰、未形成系统测量量表、
未充分融入互联网医疗环境、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等局限，提出开发患者价值共创行为测量量表、拓展研

究视角、丰富研究方法等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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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价值共创理论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的共同生产

思想。传统观点认为，价值由企业创造并传递给消

费者，消费者会使用和消耗价值而不能创造价

值［１］。ＶａｒｇｏＳＬ等［２］提出服务主导逻辑，指出顾客

始终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企业可以为价值创造提

供资源，但不能独立地创造价值。目前对价值共创

较普遍的解释是 “通过与顾客服务网络中的合作者

进行互动和活动，从资源整合中获得利益”［３］。先

前关于价值共创的研究主要出现在商业领域，医疗

领域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医疗领域的价值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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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引起关注。医疗服务中价值共创的主体不仅包

括患者个人，患者的家人、朋友、同事以及护士、

医生、诊所、医院、社区、卫生部门、政府等均可

以参与到价值共创过程中来［３］。患者价值包含功能

价值、效率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等方面［４］。

目前关于医疗服务中患者价值共创的研究较分散，

较少有学者系统探究患者价值共创的潜在机制，患

者价值共创前因与结果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和深

入。本文对医疗服务中患者价值共创的相关研究进

行分析与整理，分别从患者价值共创的行为类型、

影响因素、结果３方面展开论述，总结现有研究局
限性，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２　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类型

在医疗服务中，学者尝试从患者参与、患者能

力、行为难度等角度来定义患者价值共创，并提出

不同行为模式和分类，见表１。

表１　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类型

学者 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类型

刘文波等［５］ 工作认知、信息搜寻、信息共享、付出努力、责任行为、人际互动

耿先锋［６］ 责任行为、信息搜索、人际互动

刘琪［７］ 信息获取能力、自主决策能力、沟通能力、情绪管理能力

麦舒敏［８］ 对话、获取、风险评估、透明性

ＭｃＣｏ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ＪＲ等［３］ 团队管理、被动服从、孤立控制、合作、务实适应

ＳｗｅｅｎｅｙＪＣ等［９］ 积极分享信息、遵守基本要求、积极参与决策制定、与医务人员互动、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与他人联系、

转移注意力的活动、健康饮食、管理生活中的行为、寻求信息、积极思考、情绪调节

ＮａｍｂｉｓａｎＰ等［１０］ 伙伴关系型、开放资源型、团队支持型、知识扩散型

　　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类型可归纳为患者自主进行
的活动、患者与他人互动两方面。其中，患者自主

进行的活动主要包括信息搜索、信息获取、信息共

享、制定决策、调节情绪等行为，患者与他人互动

主要包括患者与医务人员、家人、朋友的联系、沟

通、交流等行为，以上行为类型较适合用量表进行

测量，并且有学者［６－７，９］已经开发出相应行为量表。

部分学者［３］提出的患者大脑活动、改变行为方式等

行为则相对难以直接利用量表测量，目前未开发出

相应问卷。ＭｃＣｏ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ＪＲ等［３］和 Ｎａｍｂｉｓａｎ
Ｐ［１０］对患者价值共创行为模式进行总结，但其提出
的行为类型都较抽象与笼统，难以进行后续量表开

发工作。

３　患者价值共创影响因素

３１　患者动机

翟运开等［１１］提出患者参与远程医疗服务价值共

创的５个动机因素：认知需求、个人整合需求、社

会整合需求、情感需求、利益需求。刘静［１２］研究表

明患者健康需求会正向影响其价值共创行为。魏庆

刚［１３］研究得出组织社会化、感知公平和感知风险与

患者参与价值共创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邱宏［１４］

研究证实患者的感知社会支持、感知决策控制会正

向影响其价值共创行为。麦舒敏［８］发现自我效能、

责任认知、感知医生价值共创行为对患者价值共创

行为有正向影响。

３２　患者能力

刘静［１２］研究得出患者的自主决策能力、信息获

取能力、沟通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对患者价值共创

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王子琪［１５］研究发现患者参与

能力正向影响患者参与价值共创行为。Ｏｓｅｉ－Ｆｒｉｍ
ｐｏｎｇＫ等［１６］研究得出患者就医前的在线信息搜寻

行为会正向影响医患互动、医患导向和共同决策，

进而提高患者参与度和患者对医疗指示的依从性。

ＰａｌｕｍｂｏＲ等［１７］指出患者的健康素养对实施价值共

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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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患者个人特征

耿先锋［６］研究发现感知风险对患者参与行为有

明显的驱动作用，患者的性别、年龄、收入对感知

风险驱动作用有部分调节作用。麦舒敏［８］分析得

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的

患者价值共创行为存在差异。

３４　医疗服务能力

刘静［１２］研究得出医务人员表现出的服务主导定

位能力对患者参与价值共创有积极影响。ＳｉｌｖａＡＳ

Ｄ等［１８］研究表明医务人员的响应能力、共同创新与

价值共创正相关。还有学者［１７，１９
!

２１］从卫生服务系统

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得出卫生服务组织的灵活性、

公平性、透明度、社会支持、信息技术支持、信息

与知识处理能力、健康素养等因素会对患者价值共

创产生影响。ＬｅｅＤ［２２］得出医疗服务所使用技术的

先进程度、易获得性、可靠性会影响患者参与价值

共创。

３５　小结

综上可见，国内研究侧重于从患者自身因素出

发，国外研究较多纳入医务人员和卫生服务系统相

关因素。很少有研究涉及互联网医疗环境对患者价

值共创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互联网医疗环境下

的医疗服务互动结果并不全是积极的价值共创，还

可能是消极的价值共毁。刘静［１２］研究证实使用互联

网医疗会正向影响患者价值共创，但纳入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形式较有限，也未进一步探究互联网医疗

技术具体特征，以及会对患者价值共创产生的

影响。

４　患者价值共创结果

４１　对患者自身的影响

已有多位学者研究证实患者价值共创对患者服

务满意度［５－６，９，１２，２３－２５］、生活质量［９，１２］、行为意

向［５，９，２６］有正向影响。还有部分研究得出患者价值

共创对患者感知价值［５，１３，１５，２７－２９］、感知服务质

量［２３，２５］、幸福感［２９－３０］有正向影响作用。除了直接

影响作用外，部分学者［６，９，２７］还研究了患者价值共

创对其自身的间接影响效应。

４２　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研究中都较少涉及患者价值共创对

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影响。ＤｉｎｇＢ等［３１］研究患者价值

共创对护士的影响，得出患者参与提高护士的工作

满意度、工作敬业度和帮助行为。ＢｅｉｒｏＧ等［３２］指

出医疗服务中的价值共创有利于提升医务人员工作

效率。

４３　小结

综上可见，目前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患者价值

共创行为对患者自身的影响，涉及患者价值共创对

医疗服务提供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ＢｅｉｒｏＧ

等［３２］认为患者价值共创对医务人员工作效率有积极

影响，但该研究过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法，没有进

行定量研究，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有待进一

步验证。

５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５１　患者价值共创概念内涵不清晰，未形成系统
测量量表

　　一些学者在研究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类型时，将

患者价值共创与患者参与、合作生产、共同决策等

概念等同看待。有研究［３３－３４］指出顾客参与、合作

生产仅是顾客价值共创行为的一部分，价值共创还

包括顾客公民行为、使用价值等方面。因此，以此

种方式定义患者价值共创行为不够全面准确，患者

价值共创的概念内涵、行为类型目前还较模糊。

目前国内关于患者价值共创行为测量的研究相

对较少，国内外尚未形成系统的患者价值共创行为

测量量表。国内研究大多数讨论患者价值共创行为

类型维度划分，但未进行后续问卷开发工作。国外

相关研究开发出的量表主要针对慢性病患者群体，

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类型患者。目前医疗领域尚未开

发出能适用于各种疾病类型、医疗情境下的患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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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共创行为测量量表。

５２　未充分融入互联网医疗环境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较多在线下医疗环境中进

行；国外部分研究在远程医疗、在线健康社区等背

景下进行，更符合目前医疗服务环境实际情况。但

国内外研究都较少涉及互联网医疗具体形式，以及

互联网医疗技术特征对患者价值共创的影响。互联

网医疗的出现为医疗服务带来很多便利，但也可能

造成不利影响。ＣˇＡＩＣ′Ｍ等［３５］研究社交辅助性机器

人在老年人护理中的作用，发现当机器人扮演入侵

者、钝化者、替代者等角色时，有可能引发价值共

毁。现有研究较多从患者和医疗服务方角度出发，

忽略了互联网医疗环境对患者价值共创的影响。

５３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局限

研究视角方面，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患

者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的二元视角，忽略了患者家

人、朋友、患友、政府等主体，以及互联网医疗环

境、技术等在患者价值共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

作用。研究背景大部分选择单一线上或线下医疗环

境，未能较好地将线上与线下环境结合起来。患者

价值共创结果研究主要聚焦于患者价值共创对患者

心理感知的影响，忽略了其对医生、医疗机构等对

象的影响，以及对患者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由于

患者价值共创包含医患互动过程，可能会对医务人

员产生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般都基于单

一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较少将二者结合。此外，

患者价值共创行为往往是一个动态过程，患者价值共

创意愿和行为可能会随着时间、所处地点、自身健康

状况、疾病恢复程度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现有研

究样本数据大部分来源于某一特定时间、地点范围

内的患者，大多数研究都属于横断面研究，可能会

导致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共同方法偏差。

６　展望

６１　开发患者价值共创行为测量量表

未来可考虑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患者价值共创

做进一步概念界定，尝试开发出能广泛应用于各种

情境、各种类型患者的价值共创行为量表，尽可能

使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的概念内涵、维度划分、测量

量表达成较一致的观点和意见。如果难以开发适用

于所有类型患者的量表，可考虑根据线上医疗环

境、线下医疗环境、慢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等标

准进行分类与细化，针对不同类型患者进行相应量

表开发工作，设计出多份对应不同情境的问卷。

６２　拓展研究视角

未来可考虑对研究视角进行拓展与创新，尝试

从以下５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将互联网医疗环境
纳入患者价值共创影响因素，探究各种互联网医疗

技术是否影响患者价值共创行为，以及不同技术影

响效应之间的差异。厘清医疗服务中利用哪些互联

网医疗技术能更好地促进患者参与价值共创，有利

于医院有针对性地对其线上服务模式进行完善。二

是研究互联网医疗技术相关特征对患者价值共创的

影响，探究互联网医疗技术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

用性、可靠性、价格等因素对患者价值共创的影响

效应或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以为互联网医疗的提

供方和开发商提供可参考建议，促进互联网医疗产

品不断完善与创新。三是价值共创结果方面，未来

可纳入患者临床治疗结果、生命体征数据、医疗成

本费用等客观信息，探究患者价值共创行为对其自

身疾病恢复、改善健康结果方面所起的作用。四是

除了患者价值共创对患者自身的影响作用外，还可

以探究患者价值共创对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影响

效应，将患者价值共创与医生工作满意度、医生工

作效率、医生感知价值、医院绩效、医院口碑、医

院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建立联系。五是未来研究可以

不再局限于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二元关系视

角。患者自身的活动、患者的朋友、家人以及医疗

机构、社区、卫生部门、政府都可以是医疗服务中

价值共创的参与者。下一步可以将上述主体相关因

素纳入研究，从更宏观的角度探究患者价值共创

行为。

６３　丰富研究方法

未来可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丰富，从以下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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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７



面进行完善。首先，进行纵向研究，收集同一批患

者在不同时间段的相关数据，探究患者价值共创行

为机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其次，将线上医疗环境

与线下医疗环境结合起来，探究患者价值共创行为

在线上和线下之间的转移机理与演变规律，明确互

联网医疗环境下患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动态演化规

律。最后，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在同一研究中结

合使用，以数量更多且更具代表性的样本，设计更

强大、更复杂的研究过程来丰富现有研究结论。

７　结语

本文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视角，从医疗服务中患

者价值共创行为类型、价值共创影响因素、价值共

创结果３方面对患者价值共创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与总结，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

究方向。未来研究可考虑从开发患者价值共创行为

测量量表、拓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

行，以丰富现有成果。

参考文献

１　李朝辉，金永生价值共创研究综述与展望 ［Ｊ］．北京

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５（１）：９１－９６．

２　ＶＡＲＧＯＳＬ，ＬＵＳＣＨＲ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ｏｇｉｃ：ｃｏｎ

ｔｉｎｕ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６（１）：１－１０．

３　ＭＣＣＯ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ＪＲ，ＶＡＲＧＯＳＬ，ＤＡＧＧＥＲＴＳ，ｅｔ
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ｙｌ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１５（４）：３７０－３８９．

４　李超，徐曼曼，杨枢，等“互联网＋健康”背景下移动

医疗服务患者感知价值维度研究 ［Ｊ］．医学信息，

２０２０，３３（２１）：６２－６４．

５　刘文波，王国斌，张亮，等基于顾客参与的医疗服务

管理 ［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０９，２９（３）：３５－３７．
６　耿先锋顾客参与测量维度、驱动因素及其对顾客满意

的影响机理研究 ［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８．

７　刘琪 中国情境下病人参与能力的构成及现状研究

［Ｄ］．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１２．

８　麦舒敏基于ＤＡＲＴ模型患者价值共创行为量表研制及

应用 ［Ｄ］．广州：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９．
９　ＳＷＥＥＮＥＹＪＣ，ＤＡＮＡＨＥＲＴＳ，ＭＣＣＯ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Ｊ

Ｒ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１８（３）：
３１８－３３５．

１０　ＮＡＭＢＩＳＡＮＰ，ＮＡＭＢＩＳＡＮＳ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Ｊ］．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３４（４）：３４４－３５４．

１１　翟运开，乔超峰，孙东旭，等患者参与远程医疗服务
价值共创动机因素分析 ［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８，３８
（２）：１３－１６．

１２　刘静互联网医疗环境下社区慢性病患者价值共创行为
与机制研究 ［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２１．

１３　魏庆刚基于顾客体验的价值共创影响机理研究及实证
分析 ［Ｊ］．河北工业科技，２０１３，３０（６）：４０７－４１３．

１４　邱宏移动医疗ＡＰＰ用户价值共创行为研究———以在线问
诊类ＡＰＰ为例 ［Ｄ］．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６．

１５　王子琪门诊患者参与能力与感知价值关系研究 ［Ｄ］．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１．

１６　ＯＳＥＩ－ＦＲＩＭＰＯＮＧＫ，ＷＩＬＳＯＮＡ，ＬＥＭＫＥ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ｔｔｈｅｍｉ
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８，１２６（１）：１４－２７．

１７　ＰＡＬＵＭＢＯＲ，ＭＡＮＮＡＲＷｈａｔｉｆｔｈｉｎｇｓｇｏｗｒｏｎｇｉｎ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ｏ
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８，３７（３）：３６８－３８５．

１８　ＳＩＬＶＡ Ａ Ｓ Ｄ， ＣＡＲＬＯＳ ＦＡＲＩＮＡ Ｍ， ＡＰＡＲＥＣＩＤＡ
ＧＯＵＶêＡＭ，ｅｔ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ｃｒｅ
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１２
（６）：１２１－１４９．

１９　ＪＡＮＡＭＩＡＮＴ，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ＤＬ，ＪＡＣＫＳＯＮＣＬ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６，
２０４（７）：５－１１．

２０　ＳＨＩＲＡＺＩＦ，ＷＵＹ，ＨＡＪＬＩＡ，ｅ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
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２１，１６７（２）：１２０６６５．

２１　ＫＡＡＲＴＥＭＯＶ，Ｋ?ＮＳ?ＫＯＳＫＩ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ＳＡＧＥｏｐｅｎ，２０１８，８（４）：１－２３．

２２　ＬＥ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ｋｅｙ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９，１３（２）：３８９－４１７．

２３　ＧＡＬＬＡＮＡＳ，ＪＡＲＶＩＳＣＢ，ＢＲＯＷＮＳＷ，ｅｔａｌＣｕｓｔｏｍ
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

·８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７



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１（３）：３３８－３５６．

２４　ＫＵＩＰＥＲＳＳＪ，ＣＲＡＭＭＪＭ，ＮＩＥＢＯＥＲＡＰＴｈ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ａｒｅａｎｄ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ｅｆｏ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ＢＭ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１９（１）：１－９．

２５　ＫＩＭＪ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ｒｖ
ｉ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ｖｕｌ
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９，２９（３）：３０９－３２８．

２６　ＬＩＵＷ，ＦＡＮＸ，ＪＩＲ，ｅｔａｌ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
ｕｓ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１７（１）：２０４．

２７　刘娜互联网环境下患者价值共创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２０．

２８　ＯＳＥＩ－ＦＲＩＭＰＯＮＧＫＰａｔｉ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ＳＤ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２０１７，２７（２）：４５３－４７４．

２９　ＫＩＭＪ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１０（６）：２１０２．
３０　ＭＣＣＯＬ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ＪＲ，ＨＯＧＡＮＳＪ，ＷＩＴＥＬＬＬ，ｅｔ

ａｌ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７０（１）：５５－６６．

３１　ＤＩＮＧＢ，ＬＩＵＷ，ＴＳＡＩＳ－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ｕｒｓ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１６（８）：１３４４．

３２　ＢＥＩＲ?ＯＧ，ＰＡＴＲ?ＣＩＯＬ，ＦＩＳＫＲＰ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ｔｔｈｅｍｉｃｒｏ，
ｍｅｓｏ，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８（２）：２２７－２４９．

３３　ＹＩＹ，ＧＯＮＧＴ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ａ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６６（９）：１２７９－１２８４．

３４　ＲＡＮＪＡＮＫＲ，ＲＥＡＤＳ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４（３）：２９０－３１５．

３５　ＣˇＡＩＣ′Ｍ，ＯＤＥＫＥＲＫＥＮ－ＳＣＨＲ?ＤＥＲＧ，ＭＡＨＲ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ｒｏｂｏｔｓ：ｖａｌｕｅ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
２９（２）：１７８－２０５．

（上接第２３页）
５　ＯｐｅｎＡ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ｈａｔＧＰＴ［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４－
１２］．ｈｔｔｐｓ：／／ｏｐｅｎａｉｃｏｍ／ｂｌｏｇ／ｃｈａｔｇｐｔ．

６　ＲＡＤＦＯＲＤＡ，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Ｋ，ＳＡＬＩＭＡＮＳＴ，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Ｂ／
ＯＬ］．［２０２３－０６－０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ｕｂｃｃａ／～ａｍｕ
ｈａｍ０１／ＬＩＮＧ５３０／ｐａｐｅｒｓ／ｒａｄｆｏｒｄ２０１８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ｄｆ．

７　ＲＡＤＦＯＲＤＡ，ＷＵＪ，ＣＨＩＬＤＲ，ｅｔ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Ｊ］．ＯｐｅｎＡＩｂｌｏｇ，
２０１９，１（８）：９．

８　ＢＲＯＷＮＴ，ＭＡＮＮＢ，ＲＹＤＥＲＮ，ｅｔ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ｓ
ａｒｅｆｅｗ－ｓｈｏｔ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０（３３）：１８７７－１９０１．

９　ＯｐｅｎＡＩ．ＯｐｅｎＡＩＡＰＩ［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４－１２］．ｈｔ
ｔｐ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ｐｅｎａｉｃｏｍ．

１０　ＯＵＹＡＮＧＬ，ＷＵＪ，ＪＩ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ｄ
ｅｌ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ＥＢ／ＯＬ］．
［２０２３－０４－１４］．ｈｔｔｐ：／／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ａｂｓ／２２０３０２１５５．

１１　ＺＩＥＧＬＥＲＤＭ，ＳＴＩＥＮＮＯＮＮ，ＷＵＪ，ｅｔａｌ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
－０４－１２］．ｈｔｔｐｓ：／／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ｐｄｆ／１９０９０８５９３ｐｄｆ．

１２　ＳＣＨＵＬＭＡＮＪ，ＷＯＬＳＫＩＦ，ＤＨＡＲＩＷＡＬＰ，ｅｔａｌ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４－
１２］．ｈｔｔｐｓ：／／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ｐｄｆ／１７０７０６３４７ｐｄｆ．

１３　ＫＮＯＸＷＢ，ＳＴＯＮＥＰ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Ｂｅｌｌｅｖｕｅ：ＩＣＭＬ２０１１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ｏｎ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１．

１４　ＷＡＮＧＦＹ，ＭＩＡＯＱ，ＬＩＸ，ｅｔａｌ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ＣｈａｔＧＰＴ
ｓａｙ：ｔｈｅＤＡＯｆｒｏ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ｔ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ＩＥＥＥ／Ｃ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３，１０（３）：５７５－５７９．

１５　钱力，刘熠，张智雄，等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技术基础分析
［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２０２３，７（３）：６－１５．

１６　钟义信人工智能范式的革命与通用智能理论的创生
［Ｊ］．智能系统学报，２０２１，１６（４）：７９２－８００．

１７　李贺，刘嘉宇，李世钰，等基于疾病知识图谱的自动
问答系统优化研究 ［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２０２１，５
（５）：１１５－１２６．

１８　孙博，赵餠，张飞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医学智能问答
系统设计与实现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２１，
１８（６）：７３８－７４２．

·９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