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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究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体系，促进智慧养
老平台产品设计、优化和运营。方法／过程 对智慧养老平台用户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
对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提炼影响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相关因素。结果／结论 智慧养老平台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用户因素、平台因素和环境因素３个方面，提出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
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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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全球老龄人口快速增加和科技的迅猛发展，

如何融合这两种趋势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既是复杂

挑战，又是创新机遇［１］。我国已在探索独特的智慧养

老模式，利用数字技术应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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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２］。目前国内外智慧养老平台研究主要集中

于两个方向：以应用新技术为导向的工程技术研究和

以运营模式探索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前者不

断深入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取得一些成果，也形成

了一些成熟的平台建设原则［３］，但智慧养老平台建

设目标不仅仅是开发吸引新用户的高技术产品，保

持用户对平台的持续使用才是关键。

目前已有研究探索智慧养老服务用户采纳行为

的影响因素，如聂淼［４］从用户角度出发，凝练出智

能居家养老３大需求；何迎朝等［５］确定３类促进和

阻碍智慧居家养老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等。但目前

缺乏关于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研究。

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身心等各方面能力会有所下

降，生活自主能力也会随之降低。因而在选择和接

受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有特定的需求体现。智慧养

老平台能否真正契合老年人需求、得到用户的持续

使用，需要洞察并掌握老年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

因素。本文研究老年用户智慧养老平台持续使用行

为影响因素，帮助智慧养老平台研发和运营方采取

有效措施优化平台，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加用户黏

性，为用户提供更精准、更个性化的服务，对推动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２　文献综述

２１　智慧养老平台相关研究

智慧养老平台近年来发展迅速，为老年人提供

了方便快捷的养老服务。有研究［６］从技术角度，将

智慧养老平台定义为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共享融合医疗信息和服务资源的平台；也

有研究［７］认为智慧养老平台是可以集合传感器、现

代移动设备、通信技术等，赋能老年人居家享受医

疗监测与健康服务的平台。为了使平台更好地服务

老年人，在技术研究方面，ＲａｎｓｉｎｇＲＳ等［８］构建一

种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智能家居系统，可以为老

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ＨｕｓｓａｉｎＡ等［９］

提出构建以人为中心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医疗保健感

知框架平台，采用情景感知和物联网技术，监测老

年人健康状况，提供健康异常状况下的应急响应

服务。

在增强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方面，韦灵等［１０］

为解决目前老年人在生活、交通、医疗等过程中的

问题，提出基于大数据的设计方案，实现信息实时

采集、共享，并向老年用户提供智能化和个性化服

务。李莉等［１１］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解决

智慧养老平台信息存储和智能化处理等问题。在探

究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方面，ＰａｌＤ

等［１２］从用户角度探索平台中物联网和智能家居技术

采纳问题。彭柯等［１３］认为数字阅读平台有用性、易

用性、享乐性、信息构建与需求满足对用户体验有

正向影响。唐泽威等［１４］认为影响众筹平台用户的因

素可分为技术特征、运营水平、社会网络和用户４

个维度。老年用户对智慧养老平台服务使用感受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持续使用行为，但目前探索智慧

养老平台中各种因素对老年用户服务使用感受影响

的研究较少。对智慧养老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

台研发与设计，尽管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平台优化

方案，但从老年用户角度对优化效果的评价有待进

一步挖掘。

２２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相关研究

用户行为研究主要源自信息系统中的相关理

论。根据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一

是对用户早期信息系统采纳行为的研究，二是对用

户采纳系统后持续使用行为的研究。ＤａｖｉｓＦＤ

等［１５］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是经典信息技术采纳理论

之一，被应用于多种类型信息系统实证研究。用户

持续使用是信息系统最终成功的关键驱动力［１６］。信

息系统持续使用是指用户采纳系统后，在未来较长

一段时间里对某种信息系统的持续使用［１７］。Ｂｈａｔ

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等［１７］认为研究用户持续使用不应该仅停

留于预测持续使用意图，指出满意度是用户与使用

经历相关的短期情感，而感知有用性反映了用户对

平台初次使用之后，从先前的有用性认知经验不断

积累出的长期信念。感知有用性与满意度之间不一

定存在正向关系。对于研究技术采纳行为来说，用

户采纳意图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果用户缺少足

够的系统资源或使用技巧，就无法将使用意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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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行为。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引入感知行为控制理
论，通过自我效能感和便利条件两个维度描述感知

行为控制，由此得到扩展的信息系统期望确认模型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ＥＣＭ－ＩＳＣ），能更好地解释用户持续

使用意图和行为［１８］。孟祥莉等［１９］研究表明该模型

适用性较广，研究对象涉及技术型、服务型、社交

型和娱乐型系统。例如，王铎等［２０］基于该模型，研

究了虚拟现实图书馆用户持续使用行为。

综上所述，用户初始采纳行为只是智慧养老平

台发挥价值的第１步，增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才有
助于平台成功。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大多采用信息

系统领域相关理论对此展开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

集中在用户初始采纳方面，难以解释用户初始采纳

后不继续使用、变为沉睡用户的本质原因。目前关

于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方面研究较少，

且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没有结合智慧养老平台提供服

务的独特性定义，有待进一步深入。

２３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目前出现面向多种平台的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

响因素研究，如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２１］、ＳＮＳ社交

网络［２２］、知乎等社会化问答社区［２３］等。研究的用

户以年轻人为主。尽管有研究分析老年用户信息系

统采纳行为［２４］和持续使用意愿［２５］的影响因素，但

面向老年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并

不充分［２６－２７］。目前该领域研究主要是基于特定信

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引入额外因素，构建用户持

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提出变量之间相关

影响假设，再进行实证研究，采集并分析数据，验

证提出的假设。如张敏等［２８］研究产品伤害危机情境

下搜索引擎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信息系统

持续使用模型是老年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

究中常用的基础模型。其他常用的理论模型有社会

资本与情感依恋理论［２７］、社会认知理论［２９］、认知

转变视角和动机二阶模型［３０］等。

根据期望确认理论和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及

其扩展研究可知，老年用户对智慧养老平台的采纳

是持续使用的先决条件，将影响其对智慧养老平台

的持续使用行为。研究［３１］表明老年用户的年龄、文

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智慧养老方式的选

择。平台某些特征和用户对平台的感知体验也可能

影响其持续使用行为。也有研究［３２］表明平台安全性

与服务质量等也是老年人采纳社区养老服务时普遍

关注的问题，感知有用性影响老年人对技术的使用

意愿［３３］。目前对智慧养老平台老年用户持续使用行

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该领域的深入探索

可以对智慧养老平台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３　研究设计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刻画指标分为两类：一类

是信息系统理论研究界关于持续使用的研究，另一

类是从产业界角度出发评估系统持续使用情况。本

研究中智慧养老平台使用行为偏向于后者，尤其指

用户在智慧养老平台中下单购买任意一项服务，而

非简单登录浏览。深度访谈获取一手数据，通过扎

根理论分析原始深度访谈资料。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的基本方法和核心过程是对原始深度访谈资料进行

编码，对通过访谈获取的数据进行多次梳理凝练并

形成具有实际意义内涵的框架，进而重新对内容进

行分解、概念化提取和重新组合后得到最终结果。

本研究经过对内容的分解、概念化提取和重新组合

后，提取出主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智慧养老平台

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３１　访谈设计

本研究以某智慧养老平台用户为研究对象，基

于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和相关内容的借鉴，结合用户

持续使用行为特性，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智

慧养老平台服务的老年用户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提

纲主要包括受访者基本信息和访谈内容两个部分。

基本信息：所属街道、社区、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居住情况、婚姻状况、平台使用时间等。访谈

内容：您使用过哪些智慧养老平台提供的服务？您

平时哪一项服务用得最多？您觉得哪些因素影响您

对智慧养老平台的使用 （可分别从自身因素、平台

提供的服务、平台系统、平台信息等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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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平台增加哪些服务？还有什么可以为您做

的？访谈过程中通过完整的录音和笔记形成受访者

访谈记录。

３２　样本选择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该智慧养老平台已经运行３
年有余，累计用户３９５３１人，其中５５７５人亲自使用
平台。共生成订单２８０３４４条。在该区平台用户中选
取２５名至少有１条已完成订单记录的用户作为访谈
对象。从年龄分布看，６０～６９岁访谈对象最多，７０
～７９岁、８０～８９岁、９０岁以上依次递减。从居住
情况看，与平台总体比例大体相当。访谈对象群体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该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总体。

３３　访谈与编码

为每位用户建立访谈的原始数据文本。在对每

位老年用户访谈开始之前，访谈员详细说明情况和

访谈目的。在征求老年用户同意后，访谈员对访谈

交流全过程录音，结合访谈时的笔记形成完整的访

谈记录。进行综合分析和文字整理归类，在此基础

上形成抽取概念的语料库。使用ＮＶＩＶＯ１２分析软件
对语料库编码。首先在开放式编码阶段，逐条分析

资料，基于实际取得的深度访谈资料数据进行抽象

编码，凝练初始概念；编码后对部分初始概念分类

指向不确定以及初始概念分类相关关系中不明确的

部分重新标注凝练；接着在主轴编码阶段，对开放

式编码取得的初始概念进行语境化，总结其相互关

系与含义，将含义有联系的初始概念分类进而推导

出主范畴；最后选择性编码。

４　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４１　开放式编码

扎根理论方法中的开放式编码作为一级编码，

是定性数据分析过程中对观测到数据和现象附加概

念的分析过程，此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从深度访谈资

料素材中析出初始概念和范畴，是分析访谈收集到

资料并为无结构语句赋予初始概念的过程，然后将

提取的初始概念重新归纳组合起来，形成更加具有

概括性的范畴［３４］。本研究将深度访谈原始资料进行

转录精简，整理建立语料库后，共提取得到２０３条
语句和相应初始概念。在此基础上，剔除重复频次

低 （少于２次）的初始概念，再根据类似、因果等
关系将初始概念聚类成范畴，使用字母 Ｃ加数字
１—１４唯一标识范畴，使用字母 ａ加两组数字 （第

１组数字对应范畴，第２组数字表示序号）唯一标
识初始概念，最终抽象出４７个初始概念和１４个范
畴，见表１。

表１　开放式编码结果

初始概念 范畴

ａ１１独自居住，ａ１２与配偶居住 Ｃ１用户类型
ａ２１患心血管病，ａ２２视力不太好，ａ２３腿脚不好 Ｃ２健康状况
ａ３１平台使用困难，ａ３２手机使用困难，ａ３３主动克服困难，ａ３４主动下单服务，ａ３５主动学习使用 Ｃ３自我效能
ａ４１服务态度好，ａ４２服务质量好 Ｃ４服务体验
ａ５１补贴很实惠，ａ５２定价合理 Ｃ５价格感知
ａ６１补充服务需求，ａ６２服务依赖，ａ６３服务质量，ａ６４期望增加内容，ａ６５使用习惯 Ｃ６感知有用性
ａ７１服务很贴心，ａ７２改善需求，ａ７３感到温暖，ａ７４信赖服务人员 Ｃ７共情性
ａ８１提供服务稳定，ａ８２信任平台服务，ａ８３尊重隐私 Ｃ８可靠性
ａ９１方便快捷，ａ９２服务操作指导，ａ９３沟通便利，ａ９４响应速度快，ａ９５响应速度一般 Ｃ９响应性

ａ１０１操作方便，ａ１０２操作复杂，ａ１０３操作简单，ａ１０４操作需要帮助，ａ１０５内容介绍清晰，ａ１０６引导提示，

ａ１０７字体较小

Ｃ１０易用性

ａ１１１服务中断不方便，ａ１１２服务中断不习惯 Ｃ１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ａ１２１政府补贴很放心，ａ１２２政府补贴有帮助 Ｃ１２政府补贴

ａ１３１获得生活帮助，ａ１３２提升生活质量 Ｃ１３有助生活

ａ１４１满足需求，ａ１４２服务反馈，ａ１４３服务优化 Ｃ１４需求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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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性编码之后，研究者借一种

典范模型实现资料的重新组合过程［３６］。其主要任务

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

中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３７］。本研究通过对开放式

编码阶段得到的 １４个范畴 （副范畴）归纳聚类，

最终形成５个主范畴，见表２。

表２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范畴 （副范畴） 范畴内涵

Ａ１用户因素 Ｃ１用户类型 老年人的居住状况［３８］

Ｃ２健康状况 老年人身体是否处于良好的状态［３９］

Ｃ３自我效能 老年人能够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念和自信程度［４０］

Ａ２用户满意 Ｃ４服务体验 老年人对整体服务的满意情况［４１］

Ｃ５价格感知 价格是否大多处于老年人能够接受的水平［４２］

Ａ３平台感知因素 Ｃ６感知有用性 可以明显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便利度［４３］

Ｃ７共情性 为服务对象提供关怀和个性化的服务［４４］

Ｃ８可靠性 能够值得信任地精确执行承诺的服务［４４］

Ｃ９响应性 愿意帮助客户并提供及时的服务［４４］

Ｃ１０易用性 用户感知到使用某信息技术的容易性［４３］

Ａ４环境因素 Ｃ１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老年健康服务带来的影响

Ｃ１２政府补贴 政府推进养老服务提供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４５］

Ａ５持续使用意愿 Ｃ１３有助生活 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努力实现老有所养［４６］

Ｃ１４需求匹配 能够快速定位老年人的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４７］

４３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也称核心编码，其目标是提炼出核心

范畴。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根据范畴关系，

对主轴编码所形成的主范畴进行归纳和整合，从中提

炼出更加系统的核心范畴［３７］。核心范畴的构建方式

与主轴编码并无太大差异，在概念的提炼方面更为抽

象。必须在与其他范畴的比较中再次被证明具有统领

性，从而将分析集中到与该核心范畴有关的代码、概

念和范畴上，使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

论范围之内［４９］。通过梳理分析主轴编码阶段形成的

主范畴之间的关系，找出一条将核心范畴与其他范

畴系统联系起来的 “故事线”，见表 ３。本研究发
现，用户因素与其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的关联关

系，平台感知因素与用户满意度有显著关联关系，

而环境因素与持续使用意愿有显著关联关系。

表３　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受访者代表性语句 （提炼出的关系结构）

Ａ１用户因素
　　　
Ａ５持续使用意愿

根据老年人的群体特征和自我需求构建平

台选项，从而建立平台感知因素

刚开始小万 （服务员）帮我搞，如果简单，我也能搞，让我老伴

学。我们搞手机不行，找不着地方，一般都是我打电话，然后他们

早上过来帮我搞搞那些微信，如果再简单点就好了

Ａ３平台感知因素
　　　
Ａ２用户满意

由于平台感知因素影响用户使用是否方便、

需求是否感知有用等情况，从而影响用户

满意情况

平台原因导致服务中断，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影响。要自己烧饭，如

果有 （服务提供）当然更好

Ａ４环境因素
　　　
Ａ５持续使用意愿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政府相关政策等

因素造成持续使用意愿发生一定的变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很大，没地方吃饭。平台蛮好，还给我

送来。但其他服务就中断了。但也不怨他们。一解封就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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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出发，影响因素通常可以
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指可以测量的

外部环境，如不同人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等。客观因

素对事物的影响不随观察者意愿而改变。客观因素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不可改变因素 （如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自然灾害、战争等）和可改变因素 （如对老

年人的划分标准）。主观因素是指人的认识水平、

判断水平和努力程度等，所有主观事物都不可以被

测量，但是可以被 “评估”。这时观察者需要主动

参与到被观察事物当中。老年人基本信息、一般健

康特征和社会属性属于客观因素。虽然也存在动态

变化，如年龄增长、家庭成员和健康情况变化，但

在具体时间剖面上，都是可以被测量和记录的。平

台提供的服务和相关参数应当归为可以测量的客观

因素，如系统特性和信息特性。主观因素大体包括

平台服务特性，诸如易用性、可靠性、响应性、共

情性等；老年用户特性，如使用后的有用性、满意

度、自我效能、持续使用意愿等，这两类要素交互

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却不可

以直接测量，需要使用恰当的方法评估。一般而

言，持续使用意愿是持续使用行为的必要非充分条

件，持续使用行为作为持续使用意愿的可能结果，

应被纳入模型构成要素。

由此提炼出 “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

影响因素”核心范畴。影响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因

素主要包括用户因素、用户满意度、平台感知因

素、环境因素和持续使用意愿５个方面，其中，用
户因素主要受到用户类型、健康状况和自我效能３
个维度影响；平台感知因素主要包括感知有用性、

共情性、可靠性、响应性和易用性５个维度；环境
因素主要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政府补贴两个维

度；持续使用意愿主要受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政

府补贴两个维度的影响。同时，平台感知因素影响

用户满意度，用户因素和环境因素进一步影响持续

使用意愿。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关系框架，

见图１。

图１　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关系框架

４４　理论饱和度检验与信效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不能在重新收集的数据中

发现新的理论见解和新的检验范畴。因此，以对２０
人次访谈资料编码所初步形成的理论作为理论饱和

度检验标准，对另外１／５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
析，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发现一些新内容 （如潜

在的康养需求），但对于回答本研究的问题没有新

的帮助或贡献，可以认为理论已经饱和，满足理论

饱和原则。信度检验方面，采取两位编码者独立编

码检验确保信度，二者一致性较高，从另一方面也

证明研究具有可靠的信度。效度检验方面， “受访

者真实意图 －原始材料 －理论生成”，包括两方面
一致性，即 “原始资料”是否与 “受访者真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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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致， “理论生成”是否与 “原始资料”一

致。如果两方面都一致，则说明该研究具有可靠的

效度。研究随机抽取男女各３名访谈对象，请其阅
读自己的访谈记录，都表示这是其真实意图的表

达。又从男女访谈材料中各随机抽取１０个一级编
码，结果这２０个编码都能在原始资料中找到对应
的资料原型。综上所述，研究编码有可靠的效度和

信度。

５　结语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智慧养老平台用户

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

提炼出影响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相关

因素，结合国内外智慧养老平台相关文献分析结

果，以及半结构化访谈资料扎根分析的结果，提出

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框架。所

提炼影响因素丰富了老年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理论

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实践或可优化智慧养

老平台产品设计、优化和运营。本研究中所选取的

智慧养老平台用户占总用户的比重不高，在后续研

究中应选取更多更具代表性的用户以丰富和完善相

关因素及其框架。基于本研究成果，可深入研究智

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

理，开展智慧养老平台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概念模型

的构建和实证研究。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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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版，２０１９（２１）：２５５．

４　聂淼智能居家养老服务用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Ｄ］．济南：山东财经大学，２０１６．

５　何迎朝，邢文华智慧居家养老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及

其使用效果研究：文献综述的视角 ［Ｊ］．信息资源管理

学报，２０２０（２）：６８－７９．

６　张蕾，王平共享与融合：智慧养老平台建设的突破口

［Ｊ］．浙江经济，２０１７（１０）：５４－５５．

７　ＭＡＪＵＭＤＥＲＳ，ＡＧＨＡＹＩＥ，ＮＯＦＥＲＥＳＴＩＭ，ｅｔａｌＳｍａｒｔ

ｈｏｍｅｓ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Ｓｅｎｓｏｒｓ，２０１７，１７（１１）：２４９６．

８　ＲＡＮＳＩＮＧＲＳ，ＲＡＪＰＵＴＭＳｍａｒｔｈｏｍｅ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ａｖｉＭｕｍｂａｉ：

２０１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ａｓｃ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ＩＣＮＴＥ），ＩＥＥＥ，２０１５．

９　ＨＵＳＳＡＩＮＡ，ＷＥＮＢＩＲ，ＤＡＳＩＬＶＡＡＬ，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ａｒ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ｎｄ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ｔｈｅ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２）：２５３－２６３．

１０　韦灵，胡艳华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养老平台设计

［Ｊ］．产业创新研究，２０２０（２２）：４９－５０，５５．

１１　李莉，于嘉懿，杨雅楠大数据背景下智能化综合养老

服务平台研究———基于资源整合视角 ［Ｊ］．现代管理科

学，２０１７（１）：６－８．

１２　ＰＡＬＤ，ＦＵＮＩＫＵＬＳ，ＣＨＡＲＯＥＮＫＩＴＫＡＲＮ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ｈｏｍｅｓ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ｅｎｄｕｓ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８（６）：１０４８３－１０４９６．

１３　彭柯，胡蓉，朱庆华数字阅读平台的用户体验影响因

素实证研究 ［Ｊ］．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１１）：９．

１４　唐泽威，范哲，朱庆华公益众筹平台用户体验影响因

素研究 ［Ｊ］．现代情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１）：５４－６４．

１５　ＤＡＶＩＳＦＤ，ＢＡＧＯＺＺＩＲＰ，ＷＡＲＳＨＡＷＰＲＵｓｅｒａｃｃｅｐｔ

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９，３５（８）：９８２－１００３．

１６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ａｎ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Ｊ］．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１，２５（３）：３５１－７０．

１７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Ａ，ＰＥＲＯＬＳＪ，ＳＡＮＦＯＲＤＣ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８，４９（１）：１７－２６．

１８　陈瑶，邵培基 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的实证研究综述

［Ｊ］．管理学家 （学术版），２０１０（４）：５９－６９．

１９　孟祥莉，袁勤俭期望确认理论在 ＩＳ领域的应用与展

望 ［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８，３８（９）：１６９－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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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王铎，陶冰心，郑国梦基于期望与确认理论的 ＶＲ图

书馆服务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Ｊ］．现代

情报，２０２０，４０（８）：１１１－１２０．

２１　杨根福．ＭＯＯＣ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Ｊ］．

开放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１１１．

２２　刘人境，柴婧ＳＮＳ社交网络个人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影

响因素研究 ［Ｊ］．软科学，２０１３，２７（４）：１３２－１３５．

２３　王哲社会化问答社区知乎的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

素研究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７，３５（１）：７８－８３．

２４　刘炜基于扩展 ＴＴＦ和 ＵＴＡＵＴ模型的老年用户社会化

网络服务采纳行为研究 ［Ｊ］．软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３）：

１２０－１２４．

２５　ＸＩＥＣ，ＪＩＡＳ，ＨＥＣ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

ｆｅｃｔｉｎｇｅｌｄｅｒｌｙｕｓｅｒ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ｎｕｒｓｅｓ

［Ｊ］．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０，１３

（１０）：１８４９－１８６０．

２６　吕诚诚，李永先社会代际融合视角下的中老年微信用

户行为研究 ［Ｊ］．情报探索，２０１９（４）：７－１５．

２７　曹园园，隆清琦，胡保亮老年群体社交网络活跃使用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社会资本与情感依恋视角 ［Ｊ］．

情报杂志，２０２０，３９（８）：１６６－１７３．

２８　张敏，唐国庆，张艳产品伤害危机下搜索引擎用户持

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７，３５

（２）：６３－６８．

２９　霍豪爽，张帆，张军亮，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在线

健康社区用户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 ［Ｊ］．中华医学

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９，２８（６）：５５－６２．

３０　杨海娟，曹芬芳认知转变视角下微信用户适应性信息

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７，３７

（６）：９１－９８．

３１　李敏社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为

例 ［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０２－１０６．

３２　刘红芹，包国宪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管理机制研

究———以兰州市城关区 “虚拟养老院”为例 ［Ｊ］．理

论与改革，２０１２（１）：６７－７０．

３３　ＨＵＡＮＧＪＣ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ｅｌｅｃａｒｅ［Ｊ］．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ｓ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４３（４）：２８１－２８６．

３４　ＧＬＡＳＥＲＢ，ＳＴＲＡＵＳＳＡＬ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

ｏ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Ｎｕｒｓ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８，１７（４）：３７７－３８０．

３５　ＬＥＥＹ，ＫＯＺＡＲＫＡ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ｅｂｓｉ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ｎ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４２（３）：１３８３－１４０１．

３６　吴毅，吴刚，马颂歌扎根理论的起源、流派与应用方

法述评———基于工作场所学习的案例分析 ［Ｊ］．远程教

育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３）：３２－４１．

３７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Ｊ］．教育研究与实

验，１９９９（４）：５８－６３，７３．

３８　ＰＥＤＲＯＳＭ，ＬＵＩＳＡＲ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ＴＶ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ａｌｏｎｅｏｒ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ｎｕｒｓ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７，１４（６）：６１７．

３９　薛慧，冉俐，王严，等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与身心健

康状况及需求 ［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４

（２２）：６４７８－６４７９．

４０　周慧，陈连庆，郝习君，等城市年轻退休老年人自我

效能、自我价值感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Ｊ］．护理研究，

２０２１，３５（２３）：４２０９－４２１３．

４１　严炜炜，温馨，郑梓阳学术社交网络科研用户类型划

分及其行为差异研究 ［Ｊ］．情报杂志，２０２２，４１（４）：

１５２－１５９．

４２　汪逢生影响上海市老年人体育消费的因素分析 ［Ｊ］．

湖北体育科技，２０１８，３７（９）：７７３－７７７．

４３　李志伟美食消费者社交媒体持续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Ｊ］．东南

传播，２０２１（８）：１８－２３．

４４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Ａ，ＺＥＩＴＨＡＭＬＶＡ，ＢＥＲＲＹＬＳＥ

ＲＶＱＵＡＬ：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ｔｅｍ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ｇ，

１９８８，６４（１）：１２－４０．

４５　杜鹏，安瑞霞新冠肺炎疫情对老年健康服务的影响及

启示 ［Ｊ］．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４６（１）：９２－９８．

４６　何文炯老年照护服务补助制度与成本分析 ［Ｊ］．行政

管理改革，２０１４（１０）：２８－３３．

４７　张琴，梁淑平智慧养老背景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现状评

估分析 ［Ｊ］．农村经济与科技，２０２１，３２（３）：２３１－２３３．

４８　黄伟，袁竞峰，李灵芝基于个体需求的智慧养老服务

体系构建与平台设计 ［Ｊ］．工程管理学报，２０１８，３２

（３）：１４７－１５２．

４９　张大权，朱泓飞，孙笑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新媒体平

台信息用户持续关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Ｊ］．情报科

学，２０２１，３９（３）：１１３－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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