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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养老和医疗需求日益显著。医养结合平台提供医养两方面服务,吸引更多

服务商采纳平台是目前发展重点。本文使用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提出影响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因素，

包括平台适老化程度、医养服务协同性、高层医养结合洞察力、员工信息素养、区域涉老政策支持、同行

压力。这是一篇进展中文章，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认识，结果预期能对医养结合

平台吸引服务商采纳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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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situa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the senior care and medical need are more 

significant. Smart senior care and health care platform provides medical and senior care services, and attracting 

adoption of service providers is one of th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adoption by service provider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O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elderly usability of the platform, the servic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smart senior care and health care, 

the managements' insight of smart senior care and health care, employee’s information literacy, regional polic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peer pressure. This study is a research-in-progress paper, and will be helpful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doption of smart senior care and health care platform by service provid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expected to have a reference role in attracting the adoption of smart senior care and health care 

platform by service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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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指的是在重新审视养老服务内容之间的关系之后，将老年人健康

与医疗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区别传统的单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求的养老服务

（黄佳豪，2014）。实现医养结合，必须以平台和养老服务驿站为依托，综合各方的服务资

源，实现老人的医疗和照护相结合。 

当前老龄化严重，传统家庭难以实现细致的养老照料，而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无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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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和医疗需求。而医养结合平台它将大量老年人生活所需的医疗和养老服

务结合到同一平台，为技术能力较低的老人提供了更方便的购买服务方式。作为一个提供医

疗信息咨询、购物跑腿和家政护理等服务的综合平台，它涉及到大量服务提供商。当前国内

医养结合平台的使用大多尚处于试行阶段，若缺少服务商支持，平台将成为“无源之水”。

因此平台方和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以吸引更多服务商入驻平台，将服务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影

响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目前关于医养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养

结合的需求分析和功能设计上，对于平台使用者特别是服务商的采纳的行为研究尚未发现。

在养老领域，关于平台使用行为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养老服务平台，很少有专注医养结合平

台的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服务商对医养结合平台的采纳，提升平台的服务商数量，

提高服务商和老人使用平台的感受，为平台方、服务商、老人三方带来益处。 

2 研究现状 

2.1 医养结合平台 

由于国内医养结合研究出现时间较晚，医养结合平台相关研究也较少。现有文献集中在

平台构建意义和设计（陈廷等，2018）等方面。医养结合在国外相对应的词汇是整合照料。

国外整合照料相关文献出现时间长，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整合照料效

果的影响因素，如电子病历对组织的支持（O’Malley et al.，2015）和促进信息共享（Yaraghi 

et al.，2015）等。有少量文章研究了电商平台的商家采纳问题，但与以销售商品为主的电商

平台不同，医养结合平台的重点在于服务，强调对老年人的服务。 

总的来说，国外整合照料研究开始较早，但大多是对照料效果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而

从平台角度进行研究较少。国内对医养结合的研究开始较晚，相关研究集中于医养结合模式

和当前困境。国内医养结合模式的应用和医养结合平台的建设尚处于试行阶段，有关医养结

合平台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平台的设计问题，关于医养结合平台实际运营中的研究较为缺乏。 

2.2 平台采纳 

“采纳”（adoption）指的是个体和组织对新技术认识和执行的过程。在组织采纳研究

中较为常用的是 TOE 框架，即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echnology-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TOE），该框架将影响组织创新采纳的因素归纳为技术、组织、环境三类。 

在以往关于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的采纳研究当中，决策情境常常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影响

因素，如国家的政策扶持会从技术、人员等多方面推动商家采纳信息技术（Igbaria，1997）。

面对采纳新技术或新系统的问题，组织态度很大程度上与组织高层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相关

（楚金华，2013），而具体到某一特定技术或系统，平台的具体特征和技术所影响的感知有

用性和感知易用性（Heijden H V D, 2008）也是影响组织采纳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关于组织采纳的研究中，使用 TOE 模型的文章数量虽然较多，但针对平台和入驻

商家的组织采纳文章较为缺乏，截止到文章写作前，国内关于医养结合平台组织采纳的研究

尚未发现。那么对于医养结合平台的服务提供商来说，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对于医养结合平

台的采纳呢？因此本文将以技术-组织-环境模型（即 TOE 模型）为框架，针对医养结合平

台提出服务商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 

3.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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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文献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本章结合文献和实际情况，以 TOE 模型为框架，分

别考虑了影响服务商采纳的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服务商对医养结合

平台采纳的模型和相应假设，如图 1 所示。 

技术

平台适老化程度 医养服务协同性

服务商采纳

H1 H2

H3

H4

H5

H6

组织

高层医养结合洞察力

员工信息素养

环境

区域涉老政策支持

同行压力

 
图 1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3.1 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指医养结合平台技术相关的因素，包括平台适老化程度和医养服务协同性。  

组织考虑采纳平台时，会考虑平台自身情况。有研究证明平台用户采纳会积极影响商家

采纳平台（马玥，2012）。由于老年人技术能力普遍较低，对于用户群体是老年人的医养结

合平台来说，需要做出适老化改造才能吸引更多老年人。适老化（elderly usability）指考虑

老年人行为特征并将其用于特定产品的过程。用户界面大师 Jeff Johnson 在专著《以头脑设

计思想》中提出设计应考虑用户认知水平。有研究表明电子阅读中背景颜色的不同会影响老

年人的阅读速度和认知情况，而认知情况则会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Zajicek, 2004）。因此

为了获得更多用户，医养结合服务商更愿意采纳用户数量多的平台，而更多适老化设计的平

台更适合老年人使用，使得平台老年用户增多，进而影响服务商对于平台的采纳意愿。因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平台适老化程度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有积极的影响。 

医养服务协同性（Servic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mart Senior Care and Health Care）指的

是医疗服务提供商和养老服务提供商等多方为了提供系列化或集成化的更丰富服务而建立

双向有益的关系的程度（Greeff G，2004）。医养结合平台有服务者众多的特点，平台内这

些关于医和养的各方面服务侧重点不同，因此需要不同供给主体协同提供服务。有研究表明，

不同主体的协同是解决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克服碎片化机制的有效手段（张鲁艳，2013）。

医养结合平台上的各方进行协同合作和互相推荐能带来更多的服务需求。服务商希望加入平

台后能有更多业务产生，而医养服务商之间的协作推荐能互相带来更多业务和利益。因此我

们提出以下假设： 

H2: 医养服务协同性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有积极的影响. 

3.2 组织因素 

组织因素指影响服务提供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服务商组织内部影响因素，这里包括高

层医养结合洞察力和员工信息素养两个构念。 

洞察力（insight）指的是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准确地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面

对问题对症下药的能力（贾良定等，2004）。拥有洞察力的领导更容易准确判断市场需求，

使企业作出战略调整和变革，进行技术升级及产品更新。“医养结合”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现

时间较晚，因此医养结合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政策和技术支持都比较新。若企业高层有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2694X17300017#bi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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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洞察力，他们就能够识别自身和市场的需求，发现引入“医养结合”给企业自身发展

带来竞争力的潜在优势，从而更容易作出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决策。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高层医养结合洞察力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有积极的影响。 

McClure（1994）认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指的是人们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

能力，包括计算机素养，即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缪向辉（2012）认为企业员工信

息素养由 5 个维度构成：信息技能、信息知识、信息意识、信息协作能力和信息创新能力。

以往的研究证明信息素养对于信息技术采纳有积极的影响（Yu et al., 2017），医养结合平台

作为一种依托计算机使用的技术平台，同样需要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信息素养。因此我们认为

系统的实际操作者，即员工的信息素养对于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也有积极的干预作用。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员工信息素养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有积极的影响。 

3.3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指影响组织决策的外在因素，包括政策环境、产业环境等等，这里包括区域政

策支持和同行压力两个构念。 

政策支持（policy support）指的是政府针对经济主体提供的一系列资金支持、人员支持

和信息支持等。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政策支持对于企业采纳电子商务技术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楚金华，2013；Zhu & Kraemer，2005）。医养结合的服务商大多都是中小企业，我们认

为政策支持对于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同样有积极的影响。目前，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以

及文化、财政情况各不相同，地方会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出台相应政策支撑当地医养结合服

务开展（韩蕴琪，2016）。对医养结合平台而言，一般会为某一区域定向提供服务，因此相

关政策一般跟区域挂钩。因此，我们认为区域涉老政策支持会对服务商在平台上的使用和收

益起到积极的干预作用。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区域涉老政策支持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有积极的影响。 

同行压力（peer influence）指组织因同行的行为而面临的压力（Zhu et al., 2006）。身处

某一行业就必定面临着同行压力，根据制度理论，组织面对如政策、声望等环境压力时可能

会对组织结构和活动做出修改（Scott，1987）。许多研究表明，同行压力会影响小企业采

用新的信息技术（Crage &King, 1993）。随着市场扩大，组织为了保持竞争力，必须提升自

身服务。医养结合平台作为新型技术平台，能够为组织提供新的客户和竞争力，使之在市场

竞争中保持或获得优势。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6：同行压力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有积极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文的分析数据将由问卷调查得到。问卷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影响服务提供商采纳医养结

合平台的因素，从而帮助平台方更好的运营和改善现有平台。问卷调研对象是北京市某区的

某医养结合平台的服务商。该服务商已经与研究团队达成提供数据的合作意向。量表改编自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表 1。 

表 1 量表及文献来源 

变量名 测量问项 文献来源 

平台适老化 Q1：老年人能很容易地在平台中寻找需要的信息 在陈佳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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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Q2：对老年人来说平台的界面简洁清晰 

Q3：对老年人来说平台的操作简单易懂 

Q4：对老年人来说使用平台不太费劲  

（2015）量表

基础上扩展 

医养服务 

协同性 

Q1：我们给老人提供的服务是与其他服务商一起完成的 

Q2：我们与对方进行合作时愿意进行企业间知识共享 

Q3：我们与对方进行合作时愿意进行互相推荐 

Q4：我们信赖医养协同合作的合作方 

张鲁艳（2014） 

高层医养结合

洞察力 

Q1：我单位高层对医养结合相关的服务有一定的了解 

Q2：我单位高层对医养结合市场发展有一定的了解 

Q3：我单位高层能充分认识到养老市场环境的变化并制定计划以使企业

提前作好准备 

Q4：我单位高层会和同行、老年人等利益相关者频繁交流，并且及时得

到对企业有用的消息 

在金佩华

（2014）量

表基础上

扩展 

员工信息 

素养 

Q1：我单位员工具有使用网络平台和网络传播工具的能力 

Q2：我单位员工具有信息保存整理的能力 

Q3：我单位员工能够明确表达各种信息需求 

Q4：我单位员工能够正确评价平台中提供的信息并有选择的能力 

缪向辉（2012） 

区域涉老 

政策支持 

Q1：本区域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服务商使用医养结合平台 

Q2：本区域政府提供咨询或培训使得我们对平台有更深的理解 

Q3：如果使用医养结合平台，我们能享受到资金扶持 

Q4：如果使用医养结合平台，我们能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在 Zhu et.al

（2005） 

柯彤萍（2014）

量表基础上扩

展 

同行压力 

Q1：养老行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Q2：我单位的大部分竞争者都采纳了医养结合平台 

Q3：我单位的大部分合作者都在考虑采纳医养结合平台 

Q4：如果不采用医养结合平台，我单位将失去很多客户 

楚金华（2013） 

5 贡献、局限与未来工作 

本文借鉴了以往组织采纳的文献，以 TOE 框架为基础提出了初步模型，包含服务商采

纳医养结合平台时的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与之前的研究不同，针对医养结

合平台服务多、用户为老人的特点，本文的模型中特别关注了医养结合平台特有的“平台适

老化程度”、“医养结合服务协同性”、“高层医养结合洞察力”和“区域涉老政策”因素。

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服务商采纳医养结合平台的认识，研究结果预期能对医养结合平台吸引服

务商采纳有参考作用。 

尽管如此，研究的调查尚未进行，模型也未能验证。后续工作中我们将对北京市某医养

结合平台服务提供商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法对模型进行验证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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