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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视角下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
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刘建准 黄金凡 石 密 A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目的 / 意义］随着在线医疗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在线医疗社区获取健康信

息，研究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对促进在线医疗社区的长远健康

发展有积极作用。［方法 / 过程］以 UTAUT 模型为基础，并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构建在线医疗社区用

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理论研究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法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结果 / 结论］信息质量、信息源可信度、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对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正向

影响；感知风险对采纳意向产生负向影响；技术促进性和信息采纳意向则是直接对信息采纳行为产生正

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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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现代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传统医疗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形式，在线医疗社区的出

现，方便了人们更加快速、高效地获取相关医疗信息资源。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在线医疗用

户规模达 3.63 亿，占网民整体的 34%，在线医疗类应用也成为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应用［1］。在

线医疗社区作为互联网环境下的一种新型医疗服务平台，患者和医生在通过平台用户注册后可进

行互动式沟通交流、分享知识、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情感和社会支持等。“健康中国战略”政策

背景下，利用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行为成为新的研究问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报介入与融合研究”（项目编号：18BTQ052）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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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在线医疗社区的用户信息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 Peng

等［2］基于线上调查和对 446 名线下医生的调查，实证分析证明在线健康信息的有用性和医生的

在线指导都会显著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以及与医生的互动，患者的线上医疗体验对患者线下就

医有重要影响。Alasmari 等［3］分析在线医疗问答平台中用户的在线互动行为，与患有单一疾病

的用户相比，患有多种疾病的用户是在线医疗社区的重要贡献者，他们往往会关注更多的话题

或用户，提供问题建议，且对信息需求的复杂程度也高。陆心怡［4］通过实证分析了在线医疗社

区中患者的信息查询行为、医患信息交互行为和患者信息共享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陆泉

等［5］研究发现患者在医疗服务平台中的咨询行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患者线下就医行为，且患者

线上就医行为主要受到咨询医生回复的时效性及其他用户评价反馈的影响。刘蕤等［6］基于结构

方程模型和模糊定性比较分析发现自我效能和行为控制对医生的知识贡献意图起到重要作用，并

且医生的应对计划能进一步促进其在医疗社区的贡献行为。通过对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发

现，对于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多侧重于医生的知识贡献行为和医患互动行为研究

等，以需求方（即用户）为主体的研究多为信息搜寻 / 查询行为、信息咨询行为和共享行为等，

对于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研究较少。

本文在研究中试图解决以下四个问题：（1）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有

哪些；（2）基于信息生态视角，是否可以建立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用户在线医疗社区的使用分布情况如何；（4）如何基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促进在线医疗社区用

户的信息采纳行为。为解决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引入信息生态理论，试图从信息生态视角探究在

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把用户、信息、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探

究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理论研究模型，利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法进行验

证。本研究有助于在线医疗社区正确把握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结果期望，从而针对性地改善其信息

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用户的信息采纳体验和在线医疗社区知名度，从社区平台视角增加用户

粘性。

1 相关概念   

1.1 在线医疗社区

在线医疗社区是在线社区扩展至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一种社区类型，社区用户可分享健康

信息知识和交流疾病治理经验，并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等。Eysenbach 等［7］认为在线医疗社区是由

拥有共同相关兴趣且为非医学背景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互联网等组建的网络虚拟社区，在

社区中人们可互动交流、分享经验，提出问题并开展有关的健康教育活动，为彼此提供情感和社

会支持，促使个人相关健康行为的改变。Demiris［8］认为，在线医疗社区是以 Web2.0 互联网技术

为基础、人们因共同的目标或利益相聚而形成的虚拟社区，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获取共享的医疗

信息资源，集体开展与医疗保健和教育相关的活动。吴江等［9］则指出，在线医疗社区能够打破

地域和时空限制，将大量优质的医生资源和患者资源聚集在一起，实现医疗信息资源的跨地区流

动，缩小了健康差距。李莹莹［10］认为，在线医疗社区是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以及第三方运营

1 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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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内的健康互动问诊平台。

综合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将在线医疗社区的概念界定为聚集医疗健康领域的相关专家和拥有

类似或共同健康兴趣爱好的用户以及第三方运营平台，不受地域和时空限制，以医疗健康信息为

主题，开展互动交流、信息共享和情感支持活动的网络社区。

1.2 信息生态

信息生态是将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引入人类社会信息活动领域应用发展演变而来。信息生态最

早由国外学者 Capurro［11］提出，主要是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

特征、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进行分析。信息生态系统是由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等

生态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信息人为核心要素，处于主导地位，信息

是客体要素，信息环境是影响信息主体的内容和信息媒介因素的总和，信息技术是信息传播的技

术支撑。信息生态系统的本质在于各生态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目前，信息生态理论

已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数字图书馆、企业信息和网络信息等众多实践领域，研究信

息生态系统中的信息生态问题。

1.3 信息生态视角下的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

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是用户在自身健康需求的驱动下，自发主动搜寻和浏览在线医疗

社区中的健康信息或在线咨询问诊，结合自身认知结构和需求，经过选择、评价、分析后对有用

的健康信息进行内化，且对选择采纳的信息进行点赞、收藏、分享转发及吸收利用的一个动态过

程。即用户在以在线医疗社区为工具的生态系统中进行信息的获取与利用，在此过程中，以信息

技术为支撑，在信息主体之间以信息流的方式进行信息获取与利用。用户在信息采纳过程中包含

信息采纳主体、信息、信息采纳技术手段和信息采纳环境等基本生态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因此，基于信息生态视角，从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和谐发展的角

度构建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有助于提升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促进社区信息流动的畅通、信息采纳环境的优化和信息技术的提升，引导和优化在线医

疗社区用户的信息采纳行为，使其可以更高效地追求能够满足自身健康需求的行为策略。

2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2.1 UTAUT 模型

UTAUT 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是由国外学者 Venkatesh 等［12］在探讨“影响用户信息技术使用意愿”的问题时提出的。他们认

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这三个因素决定采纳的行为意图，而采纳的实际行为主要受

到技术促进性的影响，此外，性别、年龄、经验与自愿使用这四个调节变量是干扰因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UTAUT 模型已逐渐被大量应用于用户在线技术采纳或使用接受

行为等相关研究中。国外学者 Baptista 等［13］将 UTAUT 模型与 Hofstede 的文化因素相结合，构建

了非洲国家用户对移动银行服务的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Alajmi 等［14］结合 UTAUT 模型

和 IS 成功模型，构建了用户数字图书馆系统使用意图的影响因素模型。刘炜［15］将 UTAUT 模型

2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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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技术匹配理论相结合，并加入信任感知变量构建模型，研究老年用户持续使用社会化网络

服务的影响因素。朱多刚等［16］将感知信任和自我效能引入 UTAUT 模型，构建了公众移动政务

采纳模型。因此，本文选取 UTAUT 模型作为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基

础模型。

2.2 研究假设

2.2.1 信息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

在线医疗社区平台中充斥着大量信息，信息如何被用户接受、采纳与信息本身的特性有关，

用户对信息有用性的感知是其信息采纳的基础前提。本文将信息有用性归属为信息维度因素，并

将信息维度因素细化为信息质量和信息源可信度。

（1）信息质量。用户基于自身健康需求搜寻浏览在线医疗社区相关信息或在线咨询问诊时，

会更加关注信息内容本身，信息质量越高，用户所感知到的有用性越大，信息采纳的意向就越

高。Adjei 等［17］将在线品牌社区的信息质量细分为信息的相关性、频率、及时性和持续时间，研

究发现，顾客之间交流的信息质量与信息不确定降低呈正相关，而信息不确定的降低又进一步促

进了顾客的购买行为。徐嘉徽等［18］认为共享服务平台中的信息质量越高、说服力越强，消费者

越能对平台信息内容产生积极正面的认知反应，从而促使消费者采纳信息。

（2）信息源可信度。信息的来源可信度是指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来源可信性的看法，与信息本

身无关，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越高，信息的有用性越高。齐托托等［19］将信息源可信度划分为知识

生产者的声誉、经验和信息完备 性，并通过研究用户的知识付费行为，发现知识生产者的可信度

越高，越容易促进用户的知识付费行为。查先进等［20］研究表明用户对于从微博平台中获取的来

源可信度较高的学术信息，更容易产生正面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H1：信息质量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H2：信息源可信度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2.2.2 信息人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

UTAUT 模型中的“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是指用户期望获得工作绩效和所要付出努力

的程度，反映的是用户主体的主观感受程度。本文将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归属为信息人维度因

素，同时增加用户的感知风险因素。

（1）绩效期望。如果用户认为使用在线医疗社区能够满足其健康需求或有助于自身健康管

理，则乐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用在线医疗社区，有助于提升其后续健康信息采纳。胡德华

等［21］认为绩效期望主要是指有用性的感知，这种有用性的感知会对大学生健康类 APP 的使用意

愿产生积极影响。苏婷婷［22］以 UTAUT 模型为基础构建移动短视频 APP 新生代用户行为意愿影

响因素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绩效期望、感知娱乐性和信息表达方式丰富度等显著正向影响移

动短视频 APP 的新生代用户行为意愿。

（2）努力期望。一般而言，用户使用在线医疗社区采纳获取信息时所付出的努力和克服的

困难越小，对其信息采纳行为意向的影响越大，则越容易接受或产生持续使用在线医疗社区的意

向。张进［23］在研究用户的移动支付持续使用意愿时发现，用户努力期望的感知积极影响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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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愿。吴士健等［24］认为努力期望主要是指用户对学术虚拟社区网站的易用性的感知，这种

易用性感知可提高用户与其他成员之间知识交流的效率，且能提高其知识共享的意愿和持续使用

学术虚拟社区网站的意愿。

（3）感知风险。用户通过在线医疗社区获取健康信息在彰显便捷性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

隐患，往往涉及时间、财务、身体、隐私和心理等多方面的风险。用户对在线医疗社区平台信息

的感知风险越大，则感知期望越低，不确定性因素会让用户的信息采纳行为变成一种风险承担。

Deng 等［25］指出，在社交媒体网站中，消费者的感知健康风险显著负向影响其健康信息寻求的行

为意向。Li 等［26］在研究个人对医疗可穿戴设备采用的影响因素时指出，如果个人的感知利益高

于其感知隐私风险，则更有可能采用该设备，反之则不会采用。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H3：绩效期望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H4：努力期望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H5：感知风险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负向影响。

2.2.3 信息环境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

UTAUT 模型中“社会影响”是指个人认为对其重要的其他人认为他应该使用新系统的程度，

本文将社会影响归属为信息环境维度因素。当用户的家人或对自己很重要的人认为其应当使用在

线医疗社区了解、获取采纳健康信息，或者周边医院和社交媒体等也在推广在线医疗社区，使用

在线医疗社区成为一种新型就医风潮时，用户便会产生强烈的使用和采纳意愿。刘劲达等［27］的

研究证明，用户受到周围人群和互联网潮流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的办公方式，更愿意使用线上办

公 APP 完成工作。石婷婷［28］提出社会影响对个人学术社交网站资源的采纳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H6：社会影响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2.2.4 信息技术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

UTAUT 模型中“技术促进性”是指用户拥有支持系统使用的组织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的程

度，Venkatesh 等［12］认为技术促进条件不会对用户的使用行为意愿产生影响，而是对用户的实

际使用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将技术促进条件归属为信息技术维度因素。Lallmahomed 等［29］实证

发现技术促进条件显著正向影响用户 Facebook 系统的使用行为。汤志伟等［30］研究发现，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拥有的主观及客观的技术辅助性条件正向影响其政府短视频的使用行为。王

佳［31］对 SPOC 环境下初中生在线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促进条件对初中

生的在线学习行为及在线学习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H7：技术促进性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2.2.5 信息采纳意向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

行为意向是用户对使用某一系统或技术所表现出的主观意向，且用户的使用行为意向对其实

际使用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信息采纳意向是影响用户实际采纳行为的重要前因，通过采纳意向

可以预测、判断用户实际采纳的行为几率。Kim 等［32］研究发现，IT 用户的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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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实际使用行为会产生积极影响，要重视用户行为意图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作用。Turan［33］认为

消费者的个人行为意图是其实际在线购物行为（AU）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彭振等［34］基于 ELM

模型和 UTAUT 模型构建微信公众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实证表明用户的采纳意

愿显著正向影响其实际采纳行为。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假设：

H8：信息采纳意向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2.3 模型构建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在 UTAUT 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信息生态理论从信息、信息人、信息环

境和信息技术四个维度，构建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 实证分析   

3.1 调查问卷设计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进行研究。理论模型中各变量的测

量量表主要参考国外研究的成熟量表并根据在线医疗社区的特征和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形成本文

的测量量表。本文调研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

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测量，共涉及 9 个变

量，37 个测度项。每个项目由一组陈述句组成，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

3 代表“一般”，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为确保调研问卷的合理性和测量问题内容

的可读性，预先对测量问卷进行小规模的预调查，将问卷中表达不清、测量问题不全面和一些含

3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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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不清之处作了删减和修改，形成正式调研问卷，并于 2022 年 10 月份开展了大范围的问卷发放

工作。

3.2 样本选择及原因

本文主要是针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的信息采纳行为进行研究，调查对象必须是使用过在线

医疗社区的人群。调研过程中，在问卷第一题设置“您是否使用过在线医疗社区（不限制具体

社区，任意一个即可）”的题项，若被调查者选择“否”，则问卷直接作答完毕，无法进行后续

问题的填写，以此确保所调查对象均有使用过在线医疗社区的经历，保证回收问卷数据的有效

性和可靠性。正式调研问卷主要采用线上形式进行发放，并通过百度贴吧中的好大夫在线贴吧、

健康论坛吧、平安健康社区中的问答板块、微信 /QQ 的健康交流群和丁香医生、春雨医生等社

区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板块等多种渠道发放，并邀请健康交流群中的朋友进行转发，以滚雪球的

方式获得足够的样本量。正式调研共收集 658 份问卷，剔除第一题选项为“否”及作答时间少

于 100 秒的问卷等 71 份无效问卷，最终获得 587 份有效问卷。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选项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280 47.7

女 307 52.3

年龄

18 岁及以下 59 10.1

19~30 岁 266 45.3

31~45 岁 113 19.3

46~55 岁 77 13.1

56 岁及以上 72 12.2

学历

高中 / 中专及以下 78 13.3

大专 145 24.7

本科 271 46.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93 15.9

职业

学生 188 32

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 140 23.9

企业职工 191 32.5

自由职业 52 8.9

其他 16 2.7

在线医疗社区使用时长

1 年以内 139 23.7

1~2 年 192 32.7

3~4 年 174 29.6

5~6 年 68 11.6

6 年以上 1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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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选项 人数 占比（%）

每周在线医疗社区使用频率

1 小时以内 240 40.9

1~2 小时 257 43.8

3~4 小时 61 10.4

4 小时以上 29 4.9

3.3 在线医疗社区使用情况分析

图 2 在线医疗社区使用分布情况

由图 2 可知，专业医患互动的在线医疗社区的使用群体居多，所占比例较高，其中春雨医

生、丁香医生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55.3% 和 43.4%，表明在后疫情时代下，由于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用户更加关注并使用专业医患互动类社区来解决其健康问题；其次是健康保健类社区（美柚、

Keep、大姨妈、新氧、薄荷健康等）；再次是其他医疗健康社区（百度健康、贴吧中的健康板块

等）；最后是医药电商类社区（叮当快药、1 药网等），占比较低。

3.4 信效度分析

根据回收的调研问卷数据结果，发现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的

KMO 值为 0.949，KMO 值大于 0.9，且 Bartlett 的显著性 P 值为 0.000，说明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

分析；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914，且各个

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绝大部分在 0.8 以上，表明量表具备较好的内在一致性。

3.5 验证性因子与模型检验

本研究利用 AMOS26.0 对构建的理论概念模型进行验证，并通过 SPSS 和 AMOS 计算路径估

计值，如图 3 所示。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2 所示），模型各项拟合指标统计值均达到了

拟合标准，说明本研究的概念模型与调查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即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设定是合

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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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图

表 2 模型检验结果

拟合指标 评价标准 统计值 拟合情况

CMIN —  753.058 —

DF — 600 —

 χ2/df <3 1.255 达标

RMSEA <0.05 0.024 达标

CFI >0.9 0.99 达标

IFI >0.9 0.99 达标

GFI >0.9 0.915 达标

AGFI >0.9 0.9 达标

NFI >0.9 0.955 达标

TLI >0.9 0.989 达标

PNFI >0.5  0.86 达标

PCFI >0.5 0.892  达标

3.6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理论研究模型进行路径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所知，

所有研究假设的 C.R. 的绝对值均高于 1.96，且除假设 H2 的 P 值为 0.002 外，其余 7 个研究假设

的 P 值均小于 0.001，说明本文所有研究假设均通过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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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值

假设 变量关系 Estimate S.E. C.R. P 结果

H1 信息采纳意向←信息质量 0.195 0.028 4.986 *** 成立

H2 信息采纳意向←信息源可信度 0.131 0.037 3.115 0.002 成立

H3 信息采纳意向←绩效期望 0.235 0.036 5.808 *** 成立

H4 信息采纳意向←努力期望 0.218 0.036 5.226 *** 成立

H5 信息采纳意向←感知风险 -0.182 0.035 -4.374 *** 成立

H6 信息采纳意向←社会影响 0.191 0.034 4.551 *** 成立

H7 信息采纳行为←技术促进性 0.356 0.036 8.123  *** 成立

H8 信息采纳行为←信息采纳意向 0.524 0.043 11.301 *** 成立

注：*** 代表 p<0.001。

4 讨论分析   

基于以上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结构较为合理，所提出的 8 个研究假

设均得到了验证，影响用户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信

息采纳意向、技术促进性、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信息质量、社会影响、感知风险、信息源可信

度。除技术促进性外，其余 6 个影响因素均通过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实际采

纳行为。具体影响因素结果讨论分析如下。

4.1 信息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

信息质量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系数为 0.195，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

平，表明信息质量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有正向影响。同时，通过对比同时期不同在

线医疗社区用户评论数据的分析表明信息的及时性和相关性对用户的信息采纳意向影响最大。另

外，本研究利用 SPSS26.0 进行差异性分析发现，不同年龄、学历、职业的用户在信息质量认知

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用户普遍高于男性用户。在线医疗社区中不同类型的用户在获取和采

纳健康信息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用户对于信息质量的主观感受会影响其采纳与否。高质量的信息

既能满足用户的健康需求并提供相关健康指导建议，又能够丰富用户自身认知结构，满足其情感

需求。因此，时刻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是在线医疗社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及时更新推送

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不断增强信息的有用性，也是在线医疗社区不断拓展用户群体、实现优质发

展的必然选择。

信息源可信度对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系数为 0.131，P 值达到 0.01 的显著

性水平，表明信息源可信度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有正向影响。同时，通过对比

同时期不同在线医疗社区用户评论数据的分析表明用户的信息采纳意向主要受信息源的可信

赖性、真实性、专业性和可靠性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与霍夫兰的态度劝服的研究结论相

符，霍夫兰的态度劝服研究认为信息接受（劝服）取决于信息源可信度，而信息源可信度又

受制于信息源可靠性和专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用户对信息可靠性的感知不仅来源于对信

息内容准确性、全面性、相关性和及时性的感知，而且也来源于对信源的专业性和可靠性的

感知。Kim 等［35］认为人们在判断信息源可信度时常常依赖某些社会化线索，比如基于某些

4 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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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评论或评级等反映全员观点的信息来进行选择判断。信息源可信度越高，用户越倾向于

采纳。

4.2 信息人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

绩效期望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系数为 0.235，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

平，表明绩效期望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有正向影响。在本文中，用户采纳信息的绩

效期望主要表现为期望在线医疗社区能够帮助其获得健康信息或服务、提升健康信息获取效率、

满足其健康需求以及能够辅助其健康管理决策等方面。所以，绩效期望主要是用户自身对在线医

疗社区及其中信息“有用性”的认知，并不完全等同于信息的内容质量和实际使用价值，因此如

何通过多种途径提升用户自身的认知水平、判断力及健康信息的敏感性是促进用户信息采纳行为

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

努力期望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系数为 0.218，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

平，表明努力期望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有正向影响。在本文中，用户的努力期望主

要表现为其使用在线医疗社区及获取信息的便利性、信息获取的流畅程度和信息互动操作性程度

等方面。如果用户在获取利用在线医疗社区中的信息时感受到信息利用的高效和便利，则会产生

正面积极的认知反应，促进其进一步的实际信息采纳行为；相反则会产生负面消极的认知反应，

在健康信息获取采纳利用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产生抵制情绪。因此，如何提升用户的体验及易用认

知，在当今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改进在线医疗社区的易用性，体现

其方便快捷的优势，则可视为在线医疗社区当下应当优化的方向。

感知风险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系数为 -0.182，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

水平，表明感知风险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有负向影响。在本文中，在线医疗社区用

户信息采纳的风险主要包括时间风险、隐私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和心理风险。通过对比同

时期不同在线医疗社区用户评论数据的分析表明财务风险、个人隐私风险和用户本身的心理焦虑

对用户的信息采纳意向影响较为关键。关于时间风险，用户担心在浏览、评价和判断信息的过程

中会给自己造成时间上的浪费；关于财务风险，用户担心获取某些健康管理服务时会遇到乱收费

现象，造成财务损失；关于隐私风险，用户会担心其个人信息和健康因素被泄露因而拒绝使用和

采纳；关于心理风险，用户担心浏览众多健康信息后产生心理焦虑状态；关于身体风险，是指用

户采纳错误信息后对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用户在信息采纳过程中，对风险的感知和评估会极大

影响其采纳的意向和实际信息采纳行为。因此，降低用户的风险感知、提高其信息采纳意向是在

线医疗社区的主要任务所在。

4.3 信息环境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

社会影响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系数为 0.191，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水

平，表明社会影响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有正向影响。同时，不同年龄阶段的用户在

社会影响的认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线医疗社区用户都是处于一定社会群体中的用户，周边

社会环境和群体的影响会对其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产生一定的影响，用户在信息采纳过程中，

由于从众心理，会跟随周边家人或朋友的步伐而选择采纳健康信息。周围的人际关系影响、工作

学习氛围影响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是否利于激发用户采纳在线医疗社区信息的积极态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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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用户的信息采纳行为，会成为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决策时的依据之一。因此，营造良

好的社区交流环境，扩大健康信息传播范围，树立良好的口碑，是目前在线医疗社区需要努力的

方向。

4.4 信息技术维度因素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

技术促进性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356，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性

水平，表明技术促进性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有正向影响。在本文中，技术促进性指

的是用户实现信息采纳的现有技术资源条件和设备支持程度，以及在线医疗社区的技术条件支持

程度。通过对比同时期不同在线医疗社区用户评论数据的分析表明社区的功能障碍、页面布局和

服务效能对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较为关键。一般情况下，用户是基于手机、平板或电脑等客

户端进行在线医疗社区的使用及信息采纳，用户现有技术支持条件的流畅度和稳定性等方面将会

对其信息采纳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用户在借助在线医疗社区进行信息采纳时对其中的各项功

能服务、健康功能模块、人工服务及各项应用技术的主观感受也会对其信息采纳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用户技术支持设备的流畅稳定及在线医疗社区技术体验的良好性，更有利于用户进行健康

信息搜寻、选择、评价、采纳和利用等。

4.5 信息采纳意向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

信息采纳意向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524，P 值达到 0.001 的显著

性水平，表明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向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有正向影响，且

对信息采纳实际行为的影响力最高。同时，通过差异性比较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的用户

在信息采纳意向的认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用户的行为意向会影响用户采纳利用健康信息的实

际行为，在用户信息采纳行为过程中，其行为意向与其实际行为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可以通过用

户的行为意向来衡量和预测用户信息采纳利用的实际行为。在本文中，信息采纳意向起到了良好

的中介作用，信息质量、信息源可信度、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感知风险和社会影响均能通过采

纳意向对采纳行为产生影响。此结论与 UTAUT 模型中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具备直接影响的结论

相一致，用户采纳在线医疗社区中健康信息的意向越强烈，则付出实际信息采纳行为的可能性

越大。

4.6 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服务优化策略

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阅读和实证调研分析对影响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有关因素

进行了探究，得到了一些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结论，基于研究结果的讨论分析，本研究分别从在

线医疗社区用户视角、政府相关部门视角及在线医疗社区平台的视角提出相应优化方向策略。首

先对于在线医疗社区个人用户来讲，应不断加强自身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的信息自律行为，重视

信息实践的锻炼，以提升自身的信息选择与判断能力以及对健康信息的敏感性。对于政府卫生部

门来讲，应加强互联网医疗的监督，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对于在线医疗社区平台来讲，

应做到以用户为中心，关注用户的需求导向，满足用户的多元期望，同时要注重保护用户的隐私

安全，以降低用户的风险感知。在技术性能方面，应定期优化社区平台的界面功能设计，提升服

务效能水平。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应继续完善优化社区的信息内容，提高信息资源质量和信息

来源质量，提升整体的医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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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   

本文着重将信息生态理论引入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行为研究中，将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

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划分为信息人维度、信息维度、信息环境维度和信息技术维度，同时结合

UTAUT 模型构建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不仅为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

行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丰富了在线医疗社区信息采纳行为的理论研究体系。本文的实践

价值在于，运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法对所构建的概念模型进行验证，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信息质量、信息源可信度、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均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的意

向具有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对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纳的意向具有负向影响；技术促进性和信

息采纳意向则是直接正向影响在线医疗社区用户的实际信息采纳行为，在线医疗社区用户信息采

纳意向是影响其实际信息采纳行为的首要因素；信息质量、信息源可信度、绩效期望、努力期

望、感知风险和社会影响均能通过信息采纳意向影响信息采纳行为，信息采纳意向起到了良好的

中介作用。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影响因素仅选取其中认为重要的变量加以分

析，未来还可考虑加入感知成本、感知信任和社区氛围等研究变量进行考察。另外，本次调研群

体主要以年轻群体为主，其他各个年龄段的群体分布不均匀，但随着在线医疗社区影响力的日益

扩大，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越来越关注在线医疗，未 来可在时间和精力充足的情况下，扩大样本调

查范围，针对不同群体用户的信息采纳行为进行研究，为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服务优化提供更具针

对性、人性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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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 uencing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of Online 

Medical Community Us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Liu Jianzhun Huang Jinfan Sh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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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cal care, more and more 
users use online medical communities to obtain health information. Stud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r of users in online medic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role relationships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 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cal communities. ［Method/
process］ Based on the UTAUT model and combined with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 theoretical research 
model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 aviour of users in online medical communitie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method. ［Result/conclusion］ Information quality, 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effort expect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positively influenced users’ information 
adoption  intention, and perceived risk negatively influenced adoption intention, while technology facilitation 
and information adoption intention directly influ enced information adoption behaviour positively.
Keywords: Information ecology; Online medical community; Information ado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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