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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在线健康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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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线健康社区是指在开放式的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围绕健康与医疗进行信息交互、诊疗经验

分享、医疗专家咨询问诊等行为的在线平台。目前我国在线健康社区的应用形式丰富多样，相关研究

主要包括针对在线健康社区运营模式、价值作用等的平台研究，利用社区生成信息进行的主题和情感

分析等信息研究，以及围绕用户使用意愿和用户行为的用户研究等。随着 “互联网 ＋医疗”战略推动
移动医疗行业飞速发展，在线健康社区的出现便于用户便捷地获取健康信息，有效解决线下就医在时

间、距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缓解了实体医院医疗资源紧缺的状况。本期专论着眼于在线健康社区，

所载论文围绕在线健康社区患者择医行为、抑郁类社区和传染病社区用户情感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

研究，以期为在线健康社区健康发展和患者社会支持工作提供参考。

在线健康社区患者择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在线信任的中介效应

向　菲　杨　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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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菲，博士，副教授，发表论文５０余篇。

〔摘要〕　目的／意义 在线健康社区为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沟通、互动提供了新的渠道，研究患者择医行为的

影响因素，对于提升患者决策效率、激励医生改进服务、推动在线健康社区健康发展均有一定现实意义。

方法／过程 根据信任理论、感知价值理论等提出患者择医行为影响因素的假设并构建研究模型，使用网络爬

虫工具采集在线健康社区提供的医生相关信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假设。结果／结论 患者择医行为受群

体规模、在线信誉、功能价值等影响，且在线信任在上述因素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本

研究为患者择医、医生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平台优化医生评价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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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发展是提升医疗服务
便捷化、均等化、普惠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在线健

康社区的出现使医患互动能够突破地域条件限制，

使身处各地的患者都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

题。医疗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医生往往在整个

医疗过程中掌握更多信息，在医患互动过程中处于

主导地位；而患者缺乏相关知识，在医疗过程中处

于被动接受的一方，获知的信息较少。面对此种信

息不对称现象，患者出于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亟需

一定的方法获知更多信息，帮助自己选择专业度

高、服务态度好的医生。

在线健康社区中，患者的择医决策通常依托平

台提供的医生个人信息及患者反馈的其他信息。目

前的研究主要从患者角度出发，研究患者在健康社

区中的行为及其择医时考虑的因素。许多研究基于

患者对医生的需求关系、感知价值等视角展开。如

ＬｉｕＪＷ等［１］根据患者对医生服务的感知质量研究

发现，感知服务质量对价格与服务购买行为之间的

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陆泉等［２］基于需求理论、

感知价值理论等，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医生的线上口

碑、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等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

响。部分研究从医生提供的服务、展示的信息等角

度展开。兰文婷［３］从医生自我价值体现角度，研究

医生提供的信息对用户决策的积极影响。曹仙叶

等［４］基于医生提供的服务多样性视角，发现服务种

类数目会显著正向影响患者决策。但少有研究探讨

在线信任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根据在线健康社区中患者、医生特点，结合在线健

康社区的在线信誉反馈机制，引入从众理论、在线

信誉反馈、感知价值理论、信任理论，研究患者择

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在线信任的中介效应，以期为

在线健康社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为患

者择医、医生评价机制建设等提供实践性意见。

２　相关理论与假设模型

２１　从众理论

从众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行为，是指当个体受到

群体决策影响时表现出的与多数人趋于一致的行

为［５］。影响从众行为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群体因

素、产品因素、情景因素。群体因素包括群体规

模、群体构成等，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Ｌ［６］研究发现，群体规
模对群体内的从众消费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群体成

员增加时，从众行为更可能发生。医生主页的总访

问量体现了该医生被患者关注的情况，可以反映该

医生的患者群体规模；在线健康社区中的诊后评价

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医生接诊的患者规模。因

此，提出假设Ｈ１ａ：总访问数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
为。Ｈ１ｂ：诊后评价数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

２２　在线信誉反馈

在线信誉反馈提出于电商领域，是指收集、发

布用户历史行为的反馈信息，激励陌生人间的合

作，从而促进网络信任的信誉管理机制［７］。在线健

康社区中的在线信誉反馈能反映医生口碑，从而改

变患者心理或行为的变化［８］。到在线健康社区报到

的患者通常是病情好转的患者，所以诊后报到的行

为可被认为是对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价值的认可；

诊后服务星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医生的在线信

誉及患者对医生的黏性［８］； “年度好大夫”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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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用以体现医生的服务质量及患者对医生服务

的认可与信赖。因此，提出假设 Ｈ２ａ：诊后报到患
者占比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Ｈ２ｂ：诊后服务星
数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Ｈ２ｃ：“年度好大夫”届
数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

２３　感知价值理论

感知价值理论起源于消费者行为相关研究，

ＺｅｉｔｈａｍｌＶＡ［９］最早完整定义了感知价值，认为它是
顾客对能感知到的利益与其在获得产品或服务时所付

出的成本权衡后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总体评价。Ｓｈ
ｅｔｈＪＮ等［１０］的研究将感知价值分为功能价值、社会

价值、情感价值、认知价值、情境价值，认为功能价

值是满足用户需求或能为用户解决问题的属性，是影

响消费者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在线健康社区提供了每

次在线问诊的医生回复次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价值；在线健康社区中医生

开通的服务种类越多，患者获得的选择权越大，越有

可能选中匹配自身需求的服务形式；在线健康社区中

医生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提供服务的价格，患者会

根据服务价格判断医生的服务质量；团队接诊服务

中所有成员均可回复患者消息，可有效缩短患者就

诊等待时间，且多位医生共同给出的医疗意见可在

很大程度上增强患者的信任；患者可依据医生发布

的科普文章数量了解医生的医疗知识及科研能力。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３ａ：平均回复次数正向影响患者
择医行为。Ｈ３ｂ：服务种类数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
为。Ｈ３ｃ：服务价格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Ｈ３ｄ：
团队接诊服务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Ｈ３ｅ：科普
文章数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

２４　信任理论

关于信任的研究起源于互联网出现之前，已成

为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共

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各学科对信任的定义不同，

ＺｕｃｋｅｒＬＧ［１１］将信任定义为交易过程中，信任主体
对信任目标抱有期望的幻想。郭东飞［１２］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信任在口碑数量、时效性等与购买意愿间

存在中介作用。现有研究［１３－１４］从不同角度证实了

从众、在线信誉、感知价值均积极影响消费者的信

任。许多研究指出信任对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作

用［１５］。在线健康社区中，患者可给医生赠送心意礼

物表达自己的信任与感谢。袁国强［１６］认为在线健康

社区中医生收到更多礼物，会使患者认为其他患者

更认可该医生的服务水平，从而强化其对该医生的

信任。因此，提出假设 Ｈ４ａ：心意礼物数在总访问
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Ｈ４ｂ：
心意礼物数在诊后评价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

存在中介作用。Ｈ４ｃ：心意礼物数在诊后报到患者
中的占比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Ｈ４ｄ：心意礼物数在诊后服务星数对患者择医行为
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Ｈ４ｅ：心意礼物数在 “年

度好大夫”届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

作用。Ｈ４ｆ：心意礼物数在平均回复次数对患者择
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Ｈ４ｇ：心意礼物数
在服务种类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

用。Ｈ４ｈ：心意礼物数在服务价格对患者择医行为
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Ｈ４ｉ：心意礼物数在团队
接诊服务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Ｈ４ｊ：心意礼物数在科普文章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
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

２５　假设模型

本研究根据从众理论、在线信誉反馈、感知价

值理论、信任理论，分析患者群体规模、在线信

誉、功能价值、在线信任及患者择医行为之间的相

互影响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据此建立研究模

型，见图１。

图１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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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数据采集与处理

“好大夫在线”平台成立于２００６年，截至２０２３
年５月２４日，该平台已收录１００９９家医院９０６４０５
位医生，是中国目前用户覆盖率最高的在线健康社区

之一。本研究采用集搜客软件采集 “好大夫在线”

健康社区中１６个科室７９００名医生的数据，包括医
生个人信息及相关服务信息。具体包括：医生的总

患者数、问诊评价数、总访问数、服务价格、问诊

回复次数等。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２日。
数据采集完成后处理数据，部分医生的数据存

在较多缺项，予以剔除。随后计算平均问诊回复次

数、诊后报到患者占比等，部分样本诊后报到患者

占比大于１，予以剔除。经处理后得到５３９０名医生
的有效数据。

３２　变量说明

针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具体

变量说明，见表１。

３３　描述性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２。部分变量极差较

大，为满足后续回归模型的数据要求，进行对数化

处理，即令Ｘ＝ｌｎ（Ｘ＋１）［１７］。

表１　各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总患者数／开通月数

（ＰａｔｉｅｎｔＭ）

医生服务过的患者数量与其开

通在线服务月数之比

自变量　 总访问数 （Ｖｉｓｉｔｏｒ） 访问过医生主页的患者数量

诊后评价数 （Ｒｅ

ｖｉｅｗ）

接受医生医疗服务后，为医生

给出评价的患者数量

诊后报到患者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诊后报到患者数量占总患者数

量的比例

诊后服务星数

（Ｓｔａｒ）

根据医生与患者交流情况而评

得的星级

“年度好大夫”届数

（Ｔｉｍｅｓ）

医生获得 “年度好大夫”称号

的次数

平均回复次数 （Ｒｅ

ｐｌｙ）

平均每次线上问诊服务中，医

生回复的次数

服务种类数 （Ｓｐｅ

ｃｉｅｓ）

医生提供线上服务的种类数量

服务价格 （Ｐｒｉｃｅ） 选取医生图文问诊价格作为服

务价格

团队接诊服务

（Ｔｅａｍ）

医生提供团队接诊服务与否

（１表示提供，０表示不提供）

科普文章数 （Ａｒｔｉｃｌｅ） 医生在个人科普号发表的文章数

中介变量 心意礼物数 （Ｇｉｆｔ） 患者为医生赠送的心意礼物数量

表２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总患者数／开通月数 ２１７０６ ３７８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６６８００ １２６６８００
总访问数 １４８８９４０２９４ ３６３１０２９２８３ １１８４０００ ７２１７１０２００００ ７２１６９８３６０００
诊后评价数 ２２１７５０ ３４４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４４８９０００ ４４８９０００
诊后报到患者占比 ０３９１ ０３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诊后服务星数 １０３２ １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年度好大夫”届数 ０２２４ ０８９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平均回复次数 ４１５０ ６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２６６９３３ ２６６９３３
服务种类数 ３５８０ ０７３９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服务价格 １０３６８３ １９１０８８ 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０００ ９９９９０００
团队接诊服务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科普文章数 ３３１５３ １２２６９５ ００００ ４０４９０００ ４０４９０００
心意礼物数 １６８６４７ ４３４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５７２０００ １０５７２０００

３４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见表３。因变量总患者数／

开通月数与心意礼物数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中介变量

心意礼物数与总访问数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其他变量

之间的相关性普遍较低，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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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总患者数／

开通月数

总访

问数

诊后

评价数

诊后报到

患者占比

诊后服务

星数

“年度好大夫”

届数

平均回复

次数

服务种

类数

服务

价格

团队

接诊服务

科普

文章数

心意

礼物数

总患者数／开通月数 １
总访问数 ０６７８ １
诊后评价数 ０４５６ ０３４７ １
诊后报到患者占比 ０３３５ －０１１６ ０２２３ １
诊后服务星数 ０６１１ ０２６８ ０３８４ ０４７７ １
“年度好大夫”届数 ０４０１ ０３７８ ０２６５ ００２６ ０３２０ １
平均回复次数 ０２４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５ ０２７２ ０１４９ １
服务种类数 ０２３９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５３ １
服务价格 ０２７５ ０１９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６ ０１８９ ０１５４ ０２１３ ０３７６ １
团队接诊服务 ０１９８ ０１８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９ １
科普文章数 ０５４６ ０５８２ ０３３０ ０１２９ ０３４６ ０２７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４７ １
心意礼物数 ０８６９ ０７９９ ０４４４ ０２６１ ０５１８ ０４００ ０２４８ ０２１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１９ ０５９７ １

　　注：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３５　回归分析

根据提出的研究模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ＰａｔｉｅｎｔＭ ＝β０＋β１Ｖｉｓｉｔｏｒ＋β２Ｒｅｖｉｅｗ＋β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β４Ｓｔａｒ＋β５Ｔｉｍｅｓ＋β６Ｒｅｐｌｙ＋β７Ｓｐｅｃｉｅｓ＋β８Ｐｒｉｃｅ＋

β９Ｔｅａｍ＋β１０Ａｒｔｉｃｌｅ＋ε１ （１）

Ｇｉｆｔ＝α０＋α１Ｖｉｓｉｔｏｒ＋α２Ｒｅｖｉｅｗ＋α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α４Ｓｔａｒ＋

α５Ｔｉｍｅ＋α６Ｒｅｐｌｙ＋α７Ｓｐｅｃｉｅｓ＋α８Ｐｒｉｃｅ＋

α９Ｔｅａｍ＋α１０Ａｒｔｉｃｌｅ＋ε２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Ｍ ＝λ０＋λ１Ｖｉｓｉｔｏｒ＋λ２Ｒｅｖｉｅｗ＋λ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λ４Ｓｔａｒ＋λ５Ｔｉｍｅ＋λ６Ｒｅｐｌｙ＋λ７Ｓｐｅｃｉｅｓ＋λ８Ｐｒｉｃｅ＋

λ９Ｔｅａｍ＋λ１０Ａｒｔｉｃｌｅ＋λ１１Ｇｉｆｔ＋ε３ （３）

其中，β０、α０、λ０ 为模型的回归截距项，

βｉ（ｉ＝１……１０）、αｉ（ｉ＝１……１０）、λｉ（ｉ＝１……
１１）分别为３个模型的各项回归系数，ε１、ε２、ε３
为模型的回归残差项。模型回归结果及模型总结，

见表４。

表４　模型回归结果及模型总结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非标准化系数 Ｐ 非标准化系数 Ｐ 非标准化系数 Ｐ

常数 －５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９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５ ００００

总访问数 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

诊后评价数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

诊后报到患者占比 １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０

诊后服务星数 ０２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２ ００００

“年度好大夫”届数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平均回复次数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８５１
服务种类数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

服务价格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５
团队接诊服务 ００１４ ０６４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４５９
科普文章数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１
心意礼物数 ０４４０ ００００

Ｒ２ ０７２ ０８０５ ０７９８

调整Ｒ２ ０７２ ０８０４ ０７９８
Ｆ １３８４２２８ ２２１４８７３ １９３７３６３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３５１　主效应分析　在模型１中，总访问数对患
者的择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诊后评价数对患者

择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假设 Ｈ１ａ、Ｈ１ｂ成立。
诊后报到患者占比、诊后服务星数、“年度好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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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数同样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即假设 Ｈ２ａ、

Ｈ２ｂ、Ｈ２ｃ成立。团队接诊服务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

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患者在选择医生时，认为相

较于其他指标而言，医生是否加入医疗团队不能直

接反映医生的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平。其余４个自变

量 （平均回复次数、服务种类数、服务价格、科普

文章数）对患者的择医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

假设Ｈ３ａ、Ｈ３ｂ、Ｈ３ｃ、Ｈ３ｅ成立，Ｈ３ｄ不成立。

３５２　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２的结果显示，总访

问数、诊后评价数、诊后报到患者占比、诊后服务

星数、“年度好大夫”届数、平均回复次数、服务

种类数、服务价格、团队接诊服务、科普文章数均

显著正向影响在线信任。模型 ３中引入中介变量

后，总访问数、诊后评价数、诊后报到患者占比、

诊后服务星数、 “年度好大夫”届数、服务种类数

均显著正向影响患者择医行为，平均回复次数、服

务价格、团队接诊服务、科普文章数对患者择医行

为的影响不显著。由综合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的

结果可知，心意礼物数在总访问数、诊后评价数、

诊后报到患者占比、诊后服务星数、“年度好大夫”

届数、服务种类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在平均回复次数、服务价格、科普文章

数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团队

接诊服务对患者择医行为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不

显著，即团队接诊服务与患者择医行为之间不存在

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Ｈ４ａ、Ｈ４ｂ、Ｈ４ｃ、Ｈ４ｄ、

Ｈ４ｅ、Ｈ４ｆ、Ｈ４ｇ、Ｈ４ｈ、Ｈ４ｊ成立，Ｈ４ｉ不成立。

４　讨论

４１　结果讨论

４１１　群体规模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　根据在

线健康社区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从众行为受群体

规模影响，医生的总访问数及诊后评价数均可反映

该医生患者群体的规模。在线健康社区中，患者的

择医行为受从众心理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下，患者会参考其他人对医生服务的购买决策，作

为自己决策的指导［１８］。

４１２　在线信誉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　医生的

在线信誉显著影响患者择医行为，即医生的诊后报

到患者占比、诊后服务星数、 “年度好大夫”届数

对患者择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患者在择医时

会优先考虑水平高、获得广泛认可、信誉良好的

医生。

４１３　功能价值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　医生服

务的功能价值对患者择医行为有显著影响，现有研

究中关于服务价格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存在不同

观点，部分研究［１９］从供求关系、感知利失角度出

发，认为价格与择医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

部分研究［１７］的结果与本研究类似，认为较高的服务

价格体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会对患者择医行

为产生正向影响。

４１４　在线信任的中介作用　心意礼物数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其他患者对医生医术、服务水平等的认

可，间接影响潜在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患者对医生

的在线信任又将对患者择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心

意礼物数在上述因素对患者择医行为的影响中存在

中介作用。

４２　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对患者择医行为、医生提升服务质

量以及平台优化运行机制３方面均有实践意义。在

线健康社区可优化部分数据的展示方式，便于患者

了解医生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使患者能够

更直观地评判医生的水平；医生应当注重提升自身

的专业技术水平，并在服务过程中更加关心患者，

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患者在进行择医决策时，应更

加关注医生主页所提供的数据，以此判断医生的患

者群体规模、感知价值、在线信誉等，并结合医生

受信任的情况，对医生作出综合评价。

５　结语

本研究揭示了在线健康社区中患者择医行为的

影响因素，并从患者、医生、平台的角度分别提出

一些参考性建议，以期满足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

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价

值。本研究存在局限性：数据来源为 “好大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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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健康社区，但不同在线健康社区的医生组成、

患者择医行为等可能存在差异性，提供的医生信

息、患者评论等也不相同，未来考虑采用更多的在

线健康社区作为数据来源，如 “春雨医生”“微医”

等。除了本研究探讨的内容外，在线健康社区还提

供了许多其他信息，如患者对医生评价的文本内容

等，患者择医时也会参考这些信息，未来可考虑利

用更多的医生相关信息研究患者择医行为，构建更

为全面的模型。

参考文献

１　ＬＩＵＪＷ，ＹＥＱＨｏｗｐｒｉｃｅａ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ｉｎ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ａｍｅｄｉ

ａｔｏｒ［Ｃ］．Ｐｈｏｅｎｉｘ，ＡＺ：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Ｓｍａ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ＩＣＳＨ），２０１６．

２　陆泉，李易时，陈静，等在线医疗社区患者择医行为影响

因素研究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９，６３（８）：８７－９５．

３　兰文婷在线医疗平台中医生自我价值体现信息对用户

决策的影响 ［Ｄ］．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２０２１．

４　曹仙叶，刘嘉琪基于服务多样性视角的在线医疗社区

患者选择决策行为 ［Ｊ］．系统管理学报，２０２１，３０（１）：

７６－８７．

５　ＬＡＳＣＵＤＮ，ＺＩＮＫＨＡＮＧ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９９，７（３）：１－１２．

６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ＬＧｒｏｕｐｓｉｚｅ，ｐｒｉ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ｏｒｍ

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１，

６３（２）：４３６－４３７．

７　ＲＥＳＮＩＣＫＰ，ＫＵＷＡＢＡＲＡＫ，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Ｒ，ｅｔａｌ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

２０００，４３（１２）：４５－４８．

８　向彪 在线医疗社区中医生口碑效应影响因素研究

［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２１．

９　ＺＥＩＴＨＡＭＬＶ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ａｍｅａｎｓ－ｅｎｄ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１９８８，５２（３）：２－２２．

１０　ＳＨＥＴＨＪＮ，ＮＥＷＭＡＮＢＩ，ＧＲＯＳＳＢＬＷｈｙｗｅｂｕｙ

ｗｈａｔｗｅｂｕｙ：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２２（２）：１５９－１７０．

１１　ＺＵＣＫＥＲＬ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ｕ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１９８６，８（２），５３－１１１．

１２　郭东飞在线医疗中网络口碑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

［Ｄ］．杭州：浙江理工大学，２０１７．

１３　周建文网站因素对网络团购消费者信任的影响：从众

心理与团购经验调节效应 ［Ｄ］．杭州：浙江理工大学，

２０１５．

１４　ＳＩＬＬＥＮＣＥＥ，ＢＲＩＧＧＳＰ，ＨＡＲＲＩＳＰＲ，ｅｔａｌＨｏｗｄｏ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ａｎｄｍａｋｅｕｓ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７，６４（９）：１８５３－１８６２．

１５　吴江，周露莎网络健康信息服务用户购买决策的影响

因素研究 ［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７，３６（１０）：１０５８－１０６５．

１６　袁国强在线医疗社区医生声望的影响因素研究 ［Ｄ］．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２０１９．

１７　罗益佳在线医疗社区患者择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Ｄ］．合肥：安徽医科大学，２０２１．

１８　李玉梅线上医疗咨询服务的患者购买行为研究 ［Ｄ］．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２０．

１９　刘娟，郑君君，吴江在线医疗网站患者选择医生的影

响因素实证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８

（５）：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４８－５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版权声明

　　 （１）作者所投稿件无 “抄袭”“剽窃”“一稿两投或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于署名无异议，不涉及保密与知识

产权的侵权等问题，文责自负。对于因上述问题引起的一切法律纠纷，完全由全体署名作者负责，无须编辑部承担连带责

任。（２）来稿刊用后，该稿包括印刷出版和电子出版在内的出版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翻译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

已经转让给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除以纸载体形式出版外，本刊有权以光盘、网络期刊等其他方式刊登文稿，本刊

已加入万方数据 “数字化期刊群”、重庆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清华同方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邮阅读网。

（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行发放。作者如不同意文章入编，投稿时敬请说明。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