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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引导城乡患者合理就医*促进分级医疗服务体系格局的建设提供四川省城乡患者获取就医

信息的客观数据)方法!在成都市*宜宾市*遂宁市的中心城区及下属县中随机抽取不同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对

抽中机构内的就医患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获取就医信息的渠道及信任度*关注的就医信息内容*他人意见对就医

选择的影响等"#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城乡患者就医信息的最主要获取渠道前三位分别均为熟人朋友*自身体

验*电视#与最希望的获取渠道基本一致)城市患者对网络渠道的信任度及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 *

!'l&̂ "均高于农村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医务人员信息*医院口碑与花费水平均为

城乡患者最关注的就医信息内容#农村患者对花费水平信息的关注度!"&%*̂ "高于城市患者!"'%#̂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家人*亲戚朋友*医生护士的意见对城乡患者就医选择的影响位列前三#城乡患者对医生护

士意见的信任度高于亲戚朋友#低于家人)结论!城乡患者获取的就医信息内容及他人的意见直接影响其对就诊

机构的选择#应有针对性地改进医疗机构的宣传内容与模式#引导患者合理分流就医)

'关键词(!就医信息!渠道!城乡患者!分级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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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医疗服务体系能促进卫生资源的合理分

配#引导患者精准就医#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卫生需

求
-!.)但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卫生资源的分布多是

自由发展#城乡之间医疗资源的差距逐渐扩大)医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O7%9I6E"'!#'("资助

# 通信作者#<=+43>$>3214/:3/0'#(!&#%A7+

疗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导致我国1看病难*看病贵2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梳理与重构合理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我国正全力推进分级诊疗#构建1小病

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2的就医格局#引导

患者合理就医#改变就医流向-#.)患者的就医选择

与构建新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密切相关#而患者的

就医选择行为又受到就医信息的影响)搜集就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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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开始就医选择的第一步#患者通过综合评价获

取的医疗服务水平*价格*口碑等信息#形成对不同

层级医疗机构的感知与判断#从而做出就医选择行

为
-$.)但这种选择是患者基于既有就医信息做出的

主观判断#只有获得全面*合理又准确的就医信息才

能使患者选择合适的医疗资源#达到有序就医的效

果)因此#对患者获取就医信息方面进行研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已有的文献报道显示既往

研究多主要对患者就医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

究#缺乏对患者获取就医信息这一基础环节的专门

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比较四川省城乡患者获取

就医信息的情况#了解与分析患者就医前对就医信息

的掌握#从就医信息的角度把握患者的就诊意向与选

择规律#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引导患者合理就医#为我

国分级医疗服务体系格局的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四川省成都市*宜宾市和遂宁市的中心城区#

采用目的抽样方法#分别在三级综合医院*二级综合

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所"随机选择就医的患者&分别

在三市下属的县中#随机选择一个县#在选择的三县

中#分别调查在县级医院!包括县人民医院*县中医

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社

区卫生服务站+诊所就医的患者)中心城区向患者

共计发放问卷!'&'份#回收有效问卷!'$)份#有

效回收率??%'̂ &农村地区向患者共计发放问卷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l'̂ )

1%/!调查方法与内容

使用自制的统一调查问卷#采用现场面对面访

谈的调查方法)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个人基本情

况*获取就医信息的渠道及信任度*关注的就医信息

内容*他人意见对就医选择的影响情况等)

1%6!统计学方法

采用<:M4;4#%'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性分析

和卡方检验进行城乡患者就医信息获取情况比较#

检验水准!b'%'()

/!结果

/%1!调查城乡患者的基本情况

共计调查"")?名患者#其中城市地区患者占

$(%)̂ !!'$)+"")?"#农村地区患者占($%"̂

!!"$!+"")?")城市地区患者中#男性低于女性&

以$!)&$岁!$"%(̂ "为主&大部分为已婚者#占

)"l#̂ &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主!(&%)̂ "&有

社会医疗保险的患者占?&%(̂ )农村地区患者中#

男性低于女性&以$!)&$岁患者为主!$(%'̂ "&已

婚者占)'%*̂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比例高达

)(l?̂ &有社会医疗保险的患者占?$%"̂ )城市与

农村地区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有无

社会医疗保险的情况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l'(#表!")

/%/!城乡患者就医信息的获取渠道比较

城市患者和农村患者获取就医信息的渠道排名

前三位均为熟人朋友*自身体验*电视#此三项比例

城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网络和报刊+杂志+书籍虽

均排列在第四*第五位#城市患者均高于农村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在对各渠道的信任

度比较中#对熟人朋友的信任程度均列第一位#且城

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自身体验均居第二位#但农村

患者高于城市患者!T%'%'("&城市患者对网络渠

道*农村患者对电视渠道的信任程度排在第三位#城

市患者对网络和报刊杂志书籍的信任度也高于农村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见表")

!!对城乡患者就医信息的最主要获取渠道分析显

示#排前三位分别均为熟人朋友*自身体验*电视#与

最希望的获取渠道基本一致)网络渠道均位列第四

位#但城市患者选择网络为最主要获取渠道的比例

!?%'̂ "高于农村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报刊+杂志+书籍渠道均位列第五位#

但城市患者选择报刊+杂志+书籍为最主要获取渠道

的比例!!%*̂ "也高于农村患者!'%*̂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城市患者最希望从网络获取

信息的比例!*%*̂ "高于农村患者!#%)̂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城市患者最希望从报刊+

杂志+书籍获取信息的比例!"%"̂ "也高于农村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同时#相

比电视渠道#城市患者更希望从网络渠道获取就医

信息)见表#)

/%6!城乡患者获取的就医信息内容

调查显示)&%&̂ 的城市患者与)$%?̂ 的农村

患者均表示获取的就医信息内容会影响其对就诊机

构的选择)分析发现医务人员信息*医院口碑*花费

水平均为城乡患者最关注的就医信息内容#但有所

不同)其中农村患者对花费水平信息的关注度

"*"



第"期 张文婕等$四川省城乡患者就医信息获取情况的对比分析

表1!城乡患者基本人口学特征比较"例数 !V"

7'EK,1!B,<?D:'@%#$$%':'$=,:#9=#$9?A:&:'K'(-&:E'(@'=#,(=9"$'9,!V"

\4A;78 N8K4/!)b!'$)" R284>!)b!"$!"
"

" T

W./1.8 !%!"? '%'"?

!U4>. $$#!$"%#" (("!$$%("

!\.+4>. &'(!(*%*" &)?!((%("

L0.+C8% #"%&"$ %'%''!

!!(=$' "$&!"#%(" #)(!#!%'"

!$!=&$ $$(!$"%(" (()!$(%'"

!&&( #(*!#$%!" "?)!"$%'"

U483;4>9;4;29 &%)*) '%'#"

!N/+4883.1 &!!(%)" !'&!)%("

!U4883.1 )&"!)"%#" !''"!)'%*"

!M3H78A.178G317G.1 !"(!!!%?" !#!!!'%&"

V.H.>7D.12A4;37/ #''%)!! %'%''!

!F>>3;.84;. )&!)%"" "($!"'%("

!<>.+./;48C9A-77> ""#!"!%#" $("!#&%$"

!U311>.9A-77> ")&!"*%#" #&'!"?%'"

!5./378+H7A4;37/4>9A-77> "#?!""%)" !##!!'%*"

!,7>>.0.4/14K7H. "!$!"'%$" $"!#%$"

57A34>+.13A4>3/9284/A. &%$&# '%'!#

!P.9 !'!!!?&%(" !!&?!?$%""

!O7 #*!#%(" *"!(%)"

表/!城乡患者就医信息的获取渠道!多选"和最信任渠道比较"例数!V"

7'EK,/!;$c&#9=#?(?A<,-#$'K9,:*#$,#(A?:<'=#?('(-<?9==:&9=,-$%'((,K9"$'9,!V"

,-4//.>
LA@2393;37/A-4//.>9

N8K4/ R284>
"

" T
U79;;829;.1A-4//.>9

N8K4/ R284>
"

" T

B.>.H3937/ "?)!!*%?" #!'!!*%!" #%$*) '%'&$ ('!(%'" &&!(%*" '%#($ '%(&)

F/;.8/.; !**!!'%&" !'#!(%*" #?%'$* %'%''! (#!(%#" #?!#%$" (%#?? '%'"$

O.G9:4:.89#+40463/.94/1K77I9 ?*!(%)" &)!#%*" !"%!!# '%''! "*!"%*" ?!'%)" !"%(** '%''!

Q8741A49; #!!!%?" #&!"%'" '%''* !%''' "!'%"" $!'%#" '%#*& '%&?$

V.4D>.;9 &!!#%*" ((!#%'" "%"*) '%!(! )!'%)" &!'%(" '%*#" '%$#'

LA@243/;4/A. *'(!$"%#" )$"!$&%#" '%')& '%*)) (?$!(?%?" &?(!(?%)" '%!'& '%*&*

Y481+4;.9 !(!'%?" !!!'%&" !%('" '%"$' "#!"%#" !*!!%(" "%"(! '%!(!

SG/.E:.83./A. ")"!!&%?" #?"!"!%&" )%?!$ '%'&# "#$!"#%&" #"*!")%!" $%?&& '%'")

表6!城乡患者就医信息获取最主要渠道!单选"和最希望渠道比较"例数!V"

7'EK,6!+'R?:'$c&#9#=#?('(-<?9=-,9#:'EK,$%'((,K9A?:<,-#$'K9,:*#$,#(A?:<'=#?("$'9,!V"

,-4//.>
U4̀784A@2393;37/A-4//.>

N8K4/ R284>
"

" T
U79;1.9384K>.A-4//.>

N8K4/ R284>
"

" T

B.>.H3937/ !')!!'%?" ?)!)%$" $%'"$ '%'$) &*!*%!" &!!(%(" "%#( '%!$$

F/;.8/.; )?!?%'" (!!$%$" !?%''* %'%''! *"!*%*" $"!#%)" !$%()? %'%''!

O.G9:4:.89#+40463/.94/1K77I9 !*!!%*" )!'%*" (%'"& '%'"* "!!"%"" *!'%&" ?%*$) '%''"

Q8741A49; *!'%*" &!'%(" '%#$" '%()) *!'%*" (!'%$" '%*&( '%$'!

V.4D>.;9 &!'%&" &!'%(" '%')& '%*)' !&!!%*" !'!'%?" "%"# '%!!&

LA@243/;4/A. (!*!("%"" &*'!(*%&" $%?#( '%'"? (#*!(*%!" &&'!(?%(" '%)(? '%#(&

Y481+4;. "'!"%'" !!!'%?" $%$$" '%'$( !$!!%(" "!!!%?" '%$*? '%&'?

SG/.E:.83./A. ""&!""%)" #!#!"*%'" $%""' '%'$# "'&!"!%?" #'$!"*%$" *%&)& '%''&

!"&l$̂ "高于城市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l'("#相应的农村患者对花费信息的获取

水平!"&%*̂ "也高于城市患者!"'%#̂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城市患者对医务人员信息的

关注度!#)%'̂ "*医院口碑信息的关注度!#(%"̂ "

分别都高于农村患者!#!%*̂ *#'%*̂ "#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因此城市患者对医务人员信息和医院口

碑信息的获取水平!"*%*̂ *"(%!̂ "分别都高于农

村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农村患者对医院口碑信息与医务人员信息

的关注度高于花费水平信息#但在获取就医信息时

首先选择获取的是花费水平信息)城市患者和农村

患者对诊疗服务信息*距离远近与候诊便捷程度信

息的关注度均相对较低)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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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城乡患者获取的就医信息内容与最关注内容比较"例数!V"

7'EK,3!;$$,99,-'(-<?9=$?($,:(,-$?(=,(=9#(<,-#$'K9,:*#$,#(A?:<'=#?(?E='#(,-EG&:E'('(-:&:'K@'=#,(=9"$'9,!V"

,7/;./;9
LAA.99.1A7/;./;

N8K4/ R284>
"

" T

U79;A7/A.8/.1
A7/;./;

N8K4/ R284>
"

" T

R.:2;4;37/7D-.4>;-D4A3>3;3.9 (?&!"(%!" &!?!"#%(" !"%)&( %'%''! #('!#(%"" #('!#'%*" *%"" '%'')

U.13A4>9;4DD &(*!"*%*" &$)!"$%&" ")%*$! %'%''! #**!#)%'" #&"!#!%*" !"%'"? '%''!

U.13A4>.E:./9. $)!!"'%#" *'$!"&%*" "(%(?" %'%''! !(&!!(%*" #'"!"&%$" #!%*'' %'%''!

M39;4/A.;7-.4>;-D4A3>3;3.9 "!)!?%"" "&"!!'%'" '%'') '%?(? $'!$%'" #)!#%#" '%?)# '%#((

B8.4;+./;4/1;-.84:C9.8H3A. ""$!?%$" "!$!)%!" &%)&) '%'!' $(!$%(" (*!(%'" '%!!? '%*&!

,7/H3./A.7DG43;3/0 !??!)%$" !)&!*%!" *%'&& '%'') "(!"%(" #"!"%)" '%')* '%*?'

/%3!城乡患者选择就医机构时考虑他人意见的情

况

(&%?̂ 的农村患者与(!%$̂ 的城市患者均表

示他人的意见会影响其就医选择行为#具体影响情

况如表(所示)家人*亲戚朋友*医生护士的意见对

城乡患者的影响大#位列前三位)其中亲戚朋友意

见的影响力高于医生护士#低于家人&但城乡患者对

医生护士意见的信任度高于亲戚朋友#低于家人)

城市患者受同事意见的影响!&%'̂ "高于农村患者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表N!城乡患者选择就医机构受他人影响和他人意见信任度的比较"例数!V"

7'EK,N!O<@'$=9?A'-*#$,9A:?<?=%,:9?(@'=#,(=$%?#$,9'(-=%,<?9==:&9=,-9?&:$,?A#(A?:<'=#?("$'9,!V"

5728A.
L1H3A.9KC7;-.89

N8K4/ R284>
"

" T
U79;;829;.19728A.

N8K4/ R284>
"

" T

\4+>3C $&!!#?%#" (?"!$"%!" '%)#! '%#)! #$(!&(%"" $(&!&&%?" #%&($ '%'(?

R.>4;3H.94/1D83./19 #!)!"*%!" #?#!")%'" !%('" '%""( $$!)%#" #&!(%#" "%)#& '%!'?

U.13A4>9;4DD "'&!!*%&" "$&!!*%(" !%()# '%"!" !""!"#%!" !((!""%*" '%#)( '%(&#

Y481+4;.9 &!!(%"" &"!$%$" "%"$) '%!(' !!!"%!" "*!$%'" $%$!# '%'$)

O.30-K7289 (*!$%?" )$!&%'" '%(!" '%(") !!'%"" *!!%'" #%()# '%'*)

,7>>.402.9 *'!&%'" ")!"%'" #$%$(( %'%''! &!!%!" !!'%!" $%(! '%'(#

6!讨论

6%1!间接利用关系依赖作用机理

本研究发现城乡患者最信任并常利用的就医信

息获取渠道为熟人朋友与自身体验#且家人*亲戚朋

友的意见对患者的就医选择影响最大)这是由于患

者对医生产生信任的机理之一为关系依赖#中国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在现代社会仍维持着亲疏有序的

关系格局#并以血缘关系为基点进一步泛化和扩展

到其他人际交往中#故关系依赖就是指患者基于熟

人朋友的关系而达成对医生的信任#所以通过熟人

朋友获取就医信息成为城乡患者的最主要渠道
-(.)

同时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其

在获取就医信息时必然受到他人影响)我国的亲疏

关系格局是亲人间的信任高于朋友间的信任#朋友

间的信任高于熟人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又高于

对陌生人的信任#所以患者受家人*亲戚朋友的意见

影响最大)患者的就医选择也同样取决于过去的就

医体验#满意的就医经历是患者继续选择的动力)

因此#医疗机构应致力于优化患者的就医体验#

提高患者满意度$包括优化患者就医流程#综合电

话*网络*手机 LTT*院内自助挂号机等多种渠道#

为患者提供便捷又实用的预约挂号服务#合理设计

患者挂号*候诊*就诊检查*取药的全流程#提供更加

高效的就诊体验&不断加强医疗服务过程的质量管

理#有效发挥监督部门的作用#保证患者享受高质量

的门诊与住院服务
-&.&强化医患沟通#关注不同类别

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根据患者的主诉与精神状况#

判断并应对不同病种与个人背景下的就医诉求#从

而增进其对医疗机构的理解信任
-*.
等)通过向患者

提供良好的就医体验#再通过家人与亲戚朋友间层

层影响的亲疏格局和关系依赖等作用机理#直接或

间接地提升患者对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认

识与信任#使患者利用合理的医疗卫生资源满足合

理的医疗服务需求#促进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

6%/!创新医疗机构的信息宣传渠道

本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患者对网络与报刊+杂

志+书籍的利用度远高于农村患者)通过互联网获

取健康信息具有低成本*内容丰富*随时性等特点#

解决了因经济困难*时间有限*距离成本大等导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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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障碍&报刊+杂志+书籍在城市中也属于易

接触到的低成本信息渠道
-).)由于城市居民互联网

的使用频率较高#总体文化水平与健康素养水平较

高#以及对互联网与报刊+杂志+书籍两种渠道容易

获得#城市患者对这两种渠道信任度和利用水平更

高
-?.)反之农村患者因经济问题*教育水平*操作障

碍*可及性差*观念障碍等原因#则更依赖于传统的

关系依赖格局获取就医信息)

鉴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作用在农村患者中并未

充分发挥#因此针对农村患者#医疗机构应强调开发

与利用传统的信息获取渠道#以提高农村患者就医

信息的可及性)而针对城市患者#医疗机构可充分

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

络平台做好医院宣传工作$定期推送健康相关的科

普知识*卫生政策*疑难解答*趣味互动等#促进公众

健康传播#树立医疗机构良好形象&针对医疗机构的

重点工作*救治活动*创新项目*文化活动*公益行

动*突出业绩等进行宣传报道#不断提升医疗机构的

社会影响力#形成自我品牌-!'.)

6%6!使医院服务信息与价格信息更加可及

本研究发现城乡患者最关注的就医信息内容均

为医务人员信息*医院口碑与花费水平)但农村患

者对花费水平信息的关注度较高#分析其原因#可能

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疾病模式转变*医疗技术成本

上涨以及不合理的医疗行为导致医疗服务费用过度

上涨&二是农村地区的经济收入有限#经济负担重&

三是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覆盖范围有限#且农村患

者对医疗保障制度缺乏了解)城市患者的经济水平

较高#经济负担能力较强#更关注医疗机构自身的服

务水平)

建议医疗机构今后应加强对重点学科*特色科

室*医务人员科室和擅长领域等信息的宣传#提供咨

询服务#使得患者能够便捷地获取最关注的就医信

息)同时开展相关慢病补偿政策*门诊报销比例*报

销方式和基本药物范畴等卫生政策的宣传介绍#促

进患者充分了解政策信息#尤其针对农村患者加大

宣传力度#弥补医疗市场价格信息空缺-!!.)促进患

者对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功能与价格水平形成正确

认识#转变就医观念#减少盲目追求二三级医院而忽

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传统就医行为)引导病情轻

重不同的患者在分级医疗体系中合理流动#保证不

延误患者病情#同时最大化利用医疗卫生服务资

源
-!".)

6%3!发挥医护人员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发现#除家人与亲戚朋友外#城市患者和

农村患者受医护工作者的影响均较大#显示了医护

工作者专业意见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医护人员个人

的声誉与医院声誉同样重要#二者相互激励与制约)

医护人员尤其是基层医护人员应有意识地将自身作

为宣传医疗机构形象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平时的医

疗行为中注重医患沟通#让患者感受到人文关怀#尽

量给予患者足够的病情信息#减轻患者对疾病的疑

惑与情绪焦虑&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安全操作

能力#加强职业规范与道德修养教育#保证专业素

养#并自觉规范医疗行为#尽量减少医疗差错)通过

提升医护人员的外在声誉提高医疗机构的总体声

誉#促进患者的合理分流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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