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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视角下智慧养老服务使用意愿的实证研究

刘　 晴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隐私和信息保护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议题，从隐私视角来探究老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

在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用 ＡＭＯＳ２４．０ 实现了隐私等相关因素对智慧养老服务使用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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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智慧养老服务是指利用信息化手段、互联网和

物联网等网络信息技术， 研发面向居家老人、社区、
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络系统及信息服务平台， 在此基

础上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智慧化养老服

务。 但是，在智慧养老服务为老人带来诸多便利、发
展迅速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

隐私问题是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１］之一。
１　 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智慧养老服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
要从老人自身的角度开展相关论述。 郭延通等

人［２］发现老人对于智慧养老产品的使用，受到年

龄、教育程度、月收人水平、自评健康状况、患病种数

等变量的影响。 朱丹［３］ 通过对吉林省 １１ 个社区的

部分 ６５ 岁老年人口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发现，老人

对智慧养老的需求受感知能力、身体机能、神经系

统、心理特征的影响。 雷沁怡［４］ 通过实证发现，老
人对智慧养老服务需求不高的原因主要受行为能

力、经济条件、心理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影响。 李晓

文［５］根据对浙江宁波 １ ０５２ 位老人实证调研结果表

明，在影响老人对智慧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中，认知

不足直接影响了老人的需求意愿。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智慧养老服务的影响意愿

主要受老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认识和经济、环境等

方面的影响，较少涉及隐私因素在智慧养老服务中

的价值作用。
２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感知收益是影响和描述某一主体采取某种行为

意愿的重要变量。 在本文中，感知收益主要是智慧

养老服务为老人提供的便利度。 根据已有大量的学

术研究成果显示，感知收益对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

呈正相关。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１：感知收益对智慧养老服务意愿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隐私顾虑是指不同情形下的隐私公平程度的主

观感知水平，包括顾虑收集、顾虑控制和顾虑意

识［６］。 因为，不同于传统养老方式，智慧养老更关

注对老人信息的采集，所以是否采取智慧养老服务，
老人的隐私顾虑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Ｈ２：隐私顾虑对智慧养老服务使用意愿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隐私控制指的是行为主体对自己的个人信息的

控制程度。 沈洪洲等人［７］ 研究发现，隐私控制对社

交网络的使用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老人在使用智

慧养老服务时，会通过隐私控制来获得对这项服务



的感知收益。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３：隐私控制对感知收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４：隐私控制对隐私顾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问卷设计

为了保证所有量表的信度，在结合智慧养老服

务特征的基础上，本次研究涉及到的所有测量问题

都来自对已有文献研究的修改和完善，见表 １。
３．２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信息来自 ２ 种途径。 一种是深入

相关社区、公园、学校等老人集中的场所进行现场发

放问卷，另外一种就是通过问卷星电子问卷形式通

过微信朋友圈转发和微信群形式对相关信息进行采

集。 共发放问卷 ２６４ 份，有效问卷 ２１６ 份。 根据调

查问卷结果显示，男性占比为 ４６．７％，女性比重为

５３．３％，５５～６０ 岁比重为 ８７．９％，６０ 岁以上老人比重

为 １２．１％；１６．６７％的老人认为身体非常健康，５３．３％
的老人认为自身健康，３０．０３％的老人认为身体状况

一般。

表 １　 研究量表与测量项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ｔｅｍｓ

研究变量 题项 测量问项

感知收益 ＰＢ１ 使用智慧养老服务，可以让我更方便地了解相关社会信息动态

ＰＢ２ 使用智慧养老服务，可以帮助我收集、管理和查看个人健康信息

ＰＢ３ 使用智慧养老服务，可以让我更好地帮助我日常生活

隐私顾虑 ＰＣ１ 我担心智慧养老相关服务商收集了过多的我的个人信息

ＰＣ２ 我担心存储在智慧养老产品中的相关信息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

ＰＣ３ 我担心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的个人信息被访问

ＰＣ４ 我担心由于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的错误和风险，使我的个人信息安全遭受威胁

ＰＣ５ 总地来说，我担心使用智慧养老服务服务可能会威胁我的个人信息隐私

隐私控制 ＰＣ１ 我认为，我可以控制哪些人有权访问我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ＰＣ２ 我认为，我可以控制将个人信息分享给哪些人

ＰＣ３ 我认为，我可以控制我的智慧养老信息如何被相关产品服务商使用

ＰＣ４ 我认为，我可以控制我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中的个人信息

使用意愿 ＩＴＵ１ 我认为使用智慧养老服务是个好主意

ＩＴＵ２ 我觉得我使用智慧养老服务的可能性很高

ＩＴＵ３ 我愿意在未来使用智慧养老服务

４　 实证分析

４．１　 测量模型验证

信度主要是指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

定性，即测验结果是否反映了被测者的稳定的、一贯

性 的 真 实 特 征。 主 要 由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ｐｏｓ；ｓ Ａｌｐｈａ） 和效度系数共同反映。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验证结果见表 ２。 从问卷数据来

看，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９６，大于 ０．６，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形度

检验中 Ｓｉｇ． 小于 ０．０５，所以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２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检验

Ｔａｂ． ２　 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ｔｅｓｔｓ

取样足够度的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度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ｄｆ Ｓｉｇ．

０．８９６ ２３５．６９０ １５ ０．０００

　 　 信度和效度表结果见表 ３。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因子分析中，所有的测量项载荷系数均大于 ０．７，所
以，问卷数据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表 ３　 信度和效度表

Ｔａｂ． 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ａｂｌｅ

变 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ｐｏｓ；ｓ Ａｌｐｈａ 组合信度（ＣＲ）

感知收益 ０．８４３ ０．９６３

隐私顾虑 ０．９６３ ０．７６８

隐私控制 ０．７９６ ０．８１２

使用意愿 ０．８９６ ０．８６９

４．２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运用 ＡＭＯＳ２４．０ 软件，运用结构方程模

型的数据分析法， 采用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
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χ２ ／ ｄｆ）、 非正态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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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ＬＩ）、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 等 ４ 个指标来进行结

构方程模型的数据分析以此来评价模型适配度。 模

型验证结果如图 １ 所示。 从导入的数据结果来看，
初始模型拟合效果不太好， χ２ ／ ｄｆ ＝ ３． ０５４ ＞ ３；
ＲＭＳＥＡ ＝ ０． １２３ ＞ ０． ０８；ＴＬＩ ＝ ０． ６９８ ＜ ０．９；ＣＦＩ ＝
０． ８２７ ＜ ０． ９，都没有达到最优适配度指标，所以要

进一步修正初始模型。
根据数据修正标准和原则对数据进行修正。 修

正后结构方程模型适配指标详见表 ４。 从表 ４ 可以

看出，各适配指标都在合理范围内，所以进行下一步

的路径分析。

使用意愿

R2=0.496

隐私顾虑感知收益

0.529*** -0.038ns

使用意愿

0.198*** -0.207*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

*表示P<0.05,ns表示假设不成立

图 １　 模型验证结果

Ｆｉｇ． １　 Ｍｏｄｅ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 ４　 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适配指标

Ｔａｂ． ４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适配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ＴＬＩ ＣＦＩ

实际值 ３４３．７８５ １９５ １．７６３ ０．０６９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２

推荐值 １～３ ＜ ０．０８ ＞ ０．９ ＞ ０．９

５　 结论分析

从统计结果来看，本研究共有 ４ 个假设，其中只

有 Ｈ２ 假设不成立，其它假设全部成立。 分析结果

见表 ５。
表 ５　 修正后模型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Ｔａｂ． ５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

路径 对应假设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Ｐ 检验结果

感知收益＋使用意愿 Ｈ１ ０．５２９ ∗∗∗ 成 立

隐私顾虑＋使用意愿 Ｈ２ － ０．３８ｎｓ 不成立

隐私控制＋感知收益 Ｈ３ ０．１９８ ∗∗∗ 成 立

隐私控制－隐私顾虑 Ｈ４ －０．２０７ ∗ 成 立

　 　 由表 ５ 分析可知，感知收益对智慧养老服务意

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１： Ｐ ＝ ０．５２９），一般来说，
感知收益越高，信任度就会越高，反之亦然。 因此要

想扩大智慧养老服务意愿的范围，必须改善和提升

老人的感知收益，在老人取得对智慧养老服务的高

信任度后，选择智慧养老服务意愿的可能性就会越

高。
隐私顾虑对智慧养老服务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Ｈ４： Ｐ ＝－ ０．３８ｎｓ）。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隐私

顾虑对智慧养老服务意愿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解释是隐私顾虑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一部分老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采用，但
不是决定性因素。

隐私控制对感知收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Ｈ６：
Ｐ ＝ ０．１９８）。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老人对隐私控

制的程度，显著影响老人的感知收益和隐私顾虑。
而隐私倾向又对隐私顾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

此，要提高老人的感知收益，降低隐私顾虑需要多方

面的努力。 首先，老人在选择智慧养老服务时，应重

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智能信息要学会智能保护。
再次，相关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要严格保护老

人的信息，不能在利益的驱动下泄露老人的信息，要
严格规范自身行为。
６　 结束语

智慧养老作为与时俱进的养老方式，在中国的

推行任重而道远。 从实地调研结果来看，隐私视角

下智慧养老服务使用意愿与其自身的感知收益、隐
私顾虑、隐私控制等都有显著密切关联。 时下，要想

更好地推进各项养老服务，除了在为老年人提供人

性化、适老化产品外，更要在保护老人隐私权方面做

贡献，为智慧养老推进突破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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