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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健康管理信息化”建设影响因素探究

万佳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预防和改善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仅是未来医疗服务模式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是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长久之策。 在

信息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线下医疗模式逐渐转变为线上借助“互联网＋”相结合的模式，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已成为中国

医疗服务模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文采用 ＰＥＳＴ＿ＡＨＰ 模型，分析了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发展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并构建层次结构模型，结果显示信息化程度成为制约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为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建

设提供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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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根据《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２０１８）》中显示，
预计未来 １０ 年内，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

的 １ ／ ５［１］。 在此形势下，也使中国老年健康管理服

务业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因此通过大数据信息化

管理技术来解决复杂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是中国医

疗服务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
２０１７ 年，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中提出，针对辖区内 ６５ 岁以

上常住居民（无户籍之分）建立老年人健康管理个

人档案。 与此相适应，即使得老年人在居住地的卫

生服务点就可享受到免费健康管理服务，缓解了中

国医疗保健需求与医疗资源配置不协调的矛盾；通
过结合互联网新管理技术建立个人健康管理档案，
针对居民个人健康状况进行科学指导和健康状况追

踪，逐步改善中国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欠佳的现状；
无户籍制度的区分，也是中国老年人公平享受公共

服务权益的体现。 老年人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是一

项惠及民生的大事，也是中国医疗服务管理实现信

息化、标准化的重要途径。
１　 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１．１　 健康管理概念界定

美国最先提出健康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ｄ Ｃａｒｅ）的理

念，其核心是通过医疗机构对参与医疗保险的客户

进行系统的健康管理，从而达到预防和控制疾病的

的目的［２］。 中国的健康管理理念在预防和控制疾

病的基础上，通过借助“互联网＋”管理技术，对个体

的健康进行评估和追踪，以实现控制健康风险、改善

个体健康的新型医疗管理模式［３］。 健康管理信息

化这一新型模式的发展，不仅能够节省医疗资源和

医疗费用开支，而且能有效提高医疗管理的效率。
但是健康管理模式迄今为止仍存在着实践经验不足

的弊端，因此关于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的发展研究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以往学者对健康管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实

现路径方面，并没有对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的发展

可行性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文通过 ＰＥＳＴ ＡＨＰ
模型，分析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并通过 ＡＨＰ 模型对其定量分析，对健康管理信息化

建设发展提出相应改进建议，构建中国医疗管理模

式与“互联网＋”相结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１．２　 研究方法

研究中，将通过 ＰＥＳＴ 分析法，分析影响中国健

康管理信息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确定评价指

标；结合 ＡＨＰ 模型，采用专家咨询法对各类指标进

行评分，并构建判断矩阵，最终建立适应国情现状的

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评价模型。 发展评价的模型

流程如图 １ 所示。

AHP模型
构建评价模型

专家咨询法
赋值计算
层次分析及检验

PEST分析模型
确定各项指标

图 １　 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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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 ＰＥＳＴ 模型定性分析

ＰＥＳＴ 模型是对内外部因素进行系统的评估的

综合评价模型，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

个维度，能够更好地把握影响当下国内健康管理信

息化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对此拟做阐释分

述如下。
（１）政治因素。 ２０１７ 年，颁布了《中国防治慢性

病中长期规划 （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 》，健康管理模式开

始得到重视。 随着十三五规划中“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战略的提出，中国健康管理的发展逐渐提上日程，随
后，颁布《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积极推动

国家“互联网＋”医疗管理模式的发展。 ２０１９ 年，中
国《执业医师法》中重新修订的关于在乡、镇的医疗

保健机构中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可以在相应医疗

诊治情况下进行独立诊疗，这样一来，就推动及促进

中国执业医师参与到“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
（２）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一直是关乎老年人健

康状况的直接因素［５］，因此，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

是中国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保证。 其次，在大数

据背景下，各国纷纷关注互联网和医疗技术相结合

的发展趋势，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也更容易得到相

应的商业资本支持。 ２０１４ 年起，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等互联网企业以强大的资本进军健康医疗领域，
使得“互联网＋医疗”企业数量获得了持续增长［６］。

（３）社会因素。 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管理的实

施，则使每一位老人可以在家庭、社区医疗终端进行

健康自我诊断和追踪，便于老年人参与到健康管理

模式中。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医疗服务相结合的迅速

发展，更多的新型电子设备逐渐被老年人所接受，改
变了以往老年人医疗服务的线下传统方式，也逐渐

增强了老年人的现代健康养护意识。 如此一来，就
使得老年人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大大提升。

（４）技术进步因素。 医疗卫生服务的进步取决

于外界环境和医疗条件，政府对医疗研究的政策扶

持与财政支出，是推动医疗技术发展和医疗设施资

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保证。 互联网管理技术在医院管

理系统中的运用也是缓解当前国内医疗资源利用与

配置不均问题的重要一环，各大医院不仅需共享信

息系统和患者健康数据，同步追踪患者治疗后期的

健康数据，而且还要建立起大数据资源的灵活调取

机制，最终实现线上线下完全对接的信息化健康管

理平台。
３　 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的 ＰＥＳＴ＿ＡＨＰ 分析

３．１　 模型构建

首先，通过上述分析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确
定各项评价因素，构建模型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ＰＥＳＴ 矩阵指标

Ｔａｂ． １　 ＰＥ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指标编号 ＰＥＳＴ 模型矩阵指标

１ 政治 （Ｐ）： Ｐ１ 政策支持

Ｐ２ 政策稳定性

Ｐ３ 法律保护政策

２ 经济（Ｅ）： Ｅ１ 经济环境

Ｅ２ 政府财政扶持

Ｅ３ 市场投资规模

３ 社会（Ｓ）： Ｓ１ 便民服务度

Ｓ２ 民众参与度

Ｓ３ 健康意识

４ 技术（Ｔ）： Ｔ１ 政府研究支出

Ｔ２ 医疗设施发展

Ｔ３ 医疗服务模式信息化程度

３．２　 构建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如图 ２ 所示。 本文主要通过专家咨询法对各项指标

进行赋值，判断矩阵元素的标准度为：１、２、３、５。 其

中，１ 表示两因素具有重要性相同；２ 表示两因素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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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中值；３ 表示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５ 表示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随后，建
立老年人健康现状影响因素的系统判断矩阵见表

２，同时也推得因子判断矩阵见表 ２～表 ６。

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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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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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系统对比矩阵 Ａ
Ｔａｂ． 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Ａ

系统对比矩阵 Ａ Ｐ（政治） Ｅ（经济） Ｓ（社会） Ｔ（技术）

Ｐ １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３

Ｅ ２ １ １ １ ／ ３

Ｓ ２ １ １ １ ／ ２

Ｔ ３ ３ ２ １

表 ３　 因子对比矩阵 Ｐ
Ｔａｂ．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Ｐ

因子对比矩阵 Ｐ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１ １ １ ／ ３ １ ／ ３

Ｐ２ ３ １ １ ／ ３

Ｐ３ １ ３ １

表 ４　 因子对比矩阵 Ｅ
Ｔａｂ． ４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Ｅ

因子对比矩阵 Ｅ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１ １ １ ／ ３ ２

Ｅ２ ３ １ ３

Ｅ３ １ ／ ２ １ ／ ３ １

表 ５　 因子对比矩阵 Ｓ
Ｔａｂ． ５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Ｓ

因子对比矩阵 Ｓ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１ １ １ ／ ２ １

Ｓ２ ２ １ ３

Ｓ３ １ １ ／ ３ １

表 ６　 因子对比矩阵 Ｔ
Ｔａｂ． ６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Ｔ

因子判断矩阵 Ｔ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１ １ ５ ５
Ｔ２ １ ／ ５ １ ２
Ｔ３ １ ／ ５ １ ／ ２ １

３．３　 结果分析及一致性检验

运用 Ｙａａｈｐ 层次分析软件进行判断矩阵计算和

一致性检验，并将结果进行优先排序。 运算所得结

果见表 ７。
表 ７　 层次分析结果与一致性检验

Ｔａｂ． ７　 ＡＨ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ｃｈｅｃｋ

Ｐ Ｅ Ｓ Ｔ ＣＲ因
因素总优
先级权重

因素
总排序

Ａ ０．１１９ ４ ０．２２２ ２ ０．２００ ８ ０．４５７ ７ ０．０１６ ９

Ｐ１

Ｐ２

Ｐ３

０．１６４ ５
０．３４２ １
０．４９３ ４

０．００８ ６
０．０１９ ６
０．０４０ ８
０．０５８ ９

１２
１０
５

Ｅ１

Ｅ２

Ｅ３

０．２４９ ３
０．５９３ ６
０．１５７ １

０．０４６ ２
０．０５０ １
０．１１９ ２
０．０３１ ５

８
３
１１

Ｓ１

Ｓ２

Ｓ３

０．２４０ ２
０．５４９ ９
０．２０９ ８

０．０１５ ８
０．０５３ ４
０．１２２ ２
０．０４６ ６

６
２
９

Ｔ１

Ｔ２

Ｔ３

０．７０８ ９
０．１７８ ６
０．１１２ ５

０．０４６ ２
０．３２４ ５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５１ ５

１
４
７

ＣＲ总 ０．０６０ ３ ＜ ０．１，通过一致性检验

　 　 ＰＥＳＴ 系统判断矩阵结果分析：根据系统判断矩

阵 ＣＲ ＝ ０．０６０ ３ ＜ ０．１，则说明结果通过一致性检验

符合标准。 根据结果显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

的权重分别为 ０．１１９ ４、０．２２２ ２、０．２００ ８、０．４５７ ７，因
此在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影

响作用的是技术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再次是社会

因素及政治因素。
根据因子判断矩阵结果分析可知，各因子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比值 ＣＲ 分别为 ０． ００８ ６、０． ０４６ ２、
０．０１５ ８、０．０４６ ２，都小于 ０．１，符合一致性检验标准。
在此基础上，若依据各级影响因素在组内的权重比

例来看，政府研究支出对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发展

的影响最大，为 ０．３２４ ５。 由此说明政府对健康管理

信息化模式发展的研究支出是推动其进步的重要保

证；其次，民众参与度、法律保护政策、医疗服务模式

的信息化程度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 ０． １２２ ２，
０．１１９ ２和 ０．０８１ ７。 （下转第 ３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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