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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健康类APP的发展以及目前运营存在的问题，运用ISM方法构建出健康类APP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解

释结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APP使用的用户评价与其影响力和传播程度是健康类APP使用意愿表层直

接影响因素，是两个关键的评价指标；而日常功能提醒、身体数据监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有偿使用、

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是最基础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梯阶层次关系。据此，为健康类APP运营者

和政府部门提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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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APP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operation, 
the ISM method is used to construct the explanatory structure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willingness to use the health APP.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r reviews of an APP, along 
with its influence and dissemination, are key indicator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to use a 
health APP on the surface; Daily functional reminders, the accurac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health data monitoring, paid usage, and regulatory efforts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are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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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factors. These factors form a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this, 
we provid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operators of health APP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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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

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加

关注，健康需求呈现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期盼着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

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关注度日益增加，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

惯以及缺乏运动等因素，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人们开始意识到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希望通

过各种方式来改善自身健康状况。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和移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健康类 APP 提供

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和传播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健康类 APP。无论是年轻人为了健身塑形，还是

老年人为了健康管理，都成为健康类 APP 的用户群体。 
当前，在我国发展比较好、市场占有量比较大的健康类 APP 应用软件有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平

安好医生、快速问医生、丁香园、美柚以及大姨妈等等，这些用户比较熟知的健康 APP，靠着发展较早，

对自身的定位较为准确，从而迅速地占领市场，并且发展迅速。这些智能手机应用市场上的健康类 APP
以提供疾病查询，医疗信息查询和症状自我检查等服务类别的健康类APP更为广泛，通过提供这些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为用户提供了便利，健康类 APP 在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方便用户查询小病、满足用户

健康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使用健康类 APP，用户不仅可以寻求健康问题的答案，而且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使用养生保健、减肥瘦身、运动健身、健康管理和其他相关服务[1]。 
然而，健康类 APP 涉及大量用户的个人健康数据，如疾病史、基因数据等，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可

能会给用户造成严重的风险。我国移动 APP 市场正在步入爆发性增长时期，大量从业与创业人员进入市

场，在没有权威监管机构与成文法规约束的环境中，恶性竞争、相互模仿、直接抄袭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些健康类 APP 在内容部分相互借鉴，有鲜明的产品差异化定位和产品人群划分且缺乏特色与卖点，用

户下载任何一款，在获取信息内容方面差别不大[2]。很多用户在下载健康类 APP 后，可能只是短暂下载

使用，难以形成长期的使用习惯，这就需要 APP 不断优化功能，提高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性。 
本文通过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期望为健康类 APP 运营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可靠

的建议，更好地提高用户使用率。 

2. 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挖掘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移动互联健康传播是由国外的“Mobile health”发展而来，国内通常翻译为“移动医疗”，健康类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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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拥有可以帮助用户记录分析健康数据、指导健康锻炼饮食、引领健康生活方式等功能的智能手机或

可穿戴设备第三方应用程序[2]。 
在国内，王怡婷学者以青少年女性群体为核心目标用户，对青少年女性健康类 APP 的用户体验设计

展开研究，分析总结出 5 点主要的女性健康类 APP 用户体验偏好，即完善且适度的功能、流畅高效的交

互、美观性与功能性并存、情感化的体验、商业与设计的平衡。进而结合青少年女性特征提出了青少年

女性健康类 APP 用户体验设计的四大要素，分别为女性要素、社交要素、服务要素和品牌要素[3]。王雨

婷学者基于 AHP-TOPSIS 通过对评估模型一级指标的权重排序发现，感知有用性的评分远高于感知易用

性。所以运动健康 APP 应注重加强自身功能有用性，让用户随时提升对其有用性的感知，是运动健康类

企业和品牌长远发展的关键[4]。陈凌珊等学者认为，感知风险对居民的健康管理类 APP 使用意愿有负向

作用；满意度、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对居民的健康管理类 APP 使用意愿有正向作用；使用意

愿、促进条件对居民的健康管理类 APP 使用行为有正向作用[5]。贾慧等学者认为需要关注患者需求，将

患者的真正需求反馈给软件开发者，在自我管理过程中优化慢病管理流程，积极使用互联网思维，利用

互联网的优势提高慢病管理效率的结论[6]。 
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对用户使用健康类 APP 的使用意愿进行深入研究。其中，AbiyTasewDubale 等学

者认为，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专业经验、手机类型、计算机熟练程度、移动医疗培训、态度、互联网

可访问性、手机互联网使用情况、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等各种因素与使用健康类应用程序管理药物不良

反应的意愿相关，强调了手机类型、基本计算机培训、移动健康培训、感知有用性、积极态度和易用性

在影响采用移动应用程序管理药物不良反应的意愿方面的重要性[7]。ChoJaehee 等学者探讨四个认知因

素(健康意识、健康信息导向、电子健康素养和健康应用程序使用功效)对健康应用程序使用程度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得出了健康意识高的人对健康类 APP 的使用率更高的结论[8]。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阅读与整理发现，大多数学者对用户使用健康类 APP 的意愿研究文献较少，且

多为心理类的健康类 APP，以及老年人使用健康类 APP 的意愿研究。学者们多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AM)，
统一理论接受与使用技术模型(UTAUT)，健康信念模型(HBM)等进行研究。 

2.2. 基于文献研究法的影响因素初步确认 

国内学者对健康类 APP 展开了很多研究。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总库中，检索主题“健康类 APP”，
共检索到 607 条结果，其中学术期刊 288 篇，硕士论文 281 篇，博士论文 7 篇。按照影响因素的性质和

关联性进行界定，可分为以下六类。 

2.2.1. 用户界面与体验  
(1) 易用性和交互设计在许多用户体验研究中被认为是用户长期使用的重要原因。Hsu 等学者通过实

证研究指出，APP 界面设计的简洁性、功能的易操作性直接影响到用户满意度和使用频率[9]。另外，国

内学者王敏等也强调，功能便捷、界面友好的健康类 APP 在用户初始体验中的重要性较高，特别是对于

年长用户而言，更加直观和易于操作的界面设计有助于增强用户的黏性[10]。 
(2) 内容与模式的创新是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重要因素。陈静通过多方面的对用户调查实验得出，运

动健康板块在技术层面的进步和创新是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重要因素，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创新可以增加对用户的吸引力[11]。 

2.2.2. 服务与质量内容 
(1) 入驻医生的知名度、职称、资历或数量正向影响使用意愿。陈远等探究信息内容特征对移动医疗

APP 用户推荐行为的影响和作用路径，认为信息、服务、系统质量正向影响自我推荐意愿；APP 认知声

誉、医生、医院认知声誉正向影响从众推荐意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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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体数据监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是设计健康类 APP 应用的考量之一。Lane 设计的新一代的健康

类应用 Be Well，设计监控用户的行为从三个健康维度：睡眠，身体活动和社会互动以确保检测数据的精

确性和全面性[13]。 

2.2.3. 安全性与隐私保护 
(1) 隐私保护已成为用户使用健康类 APP 的基本需求。Peterson 等学者研究表明，用户在使用健康类

应用时，对其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性的要求高于其他类型应用[14]。国内学者黄伟等也发现，用户对隐私

保护的担忧可能会降低其使用意愿，尤其是在个人敏感信息涉及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健全的数据保护机

制不仅能够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还可以增强用户的信任度，从而促进用户的长期使用[15]。 
(2) 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及合规性是影响 APP 用户体验感的因素之一。王姝淼等在研究中指出，

通过监管制度国家相关部门能加强对手机健康软件的审核，这样能够更加精准更好的为用户提供帮助[16]。
此外，白小平等学者在研究中也明确提到应以 APP 应用规则、平台活动规则和立法规则完善为突破口，

通过协同治理的机制，不断优化个人数据保护规则体系[17]。 

2.2.4. 社会与媒体评价 
(1) 社会影响力和传播程度能够对用户的使用意愿产生影响。殷猛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和健康行为改

变视角，根据保护动机理论得出用户的绩效期望、APP 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程度是影响用户对健康

类 APP 使用意愿的因素[18]。 
(2) 社交传播对健康类 APP 的用户意愿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数字社交高度发达的时代，口碑效应

和用户评价的作用尤为显著。Nguyen 等在研究用户接受度时指出，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积极评价能够显

著提高用户的下载和使用意愿[19]。国内学者张然等提出，通过社交平台的推广和用户的真实反馈能够有

效提升健康类 APP 的知名度和信任度，进而提高使用率[20]。 

2.2.5. 商业化与广告推送 
(1) 有偿使用可以作为用户持续使用健康类 APP 的原因。赵保国等根据付费类 APP 的内容和特点，

结合感知成本理论等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有偿使用能提高用户的期望满意度，并作为持续使用该类 APP
的原因[21]。 

(2) 使用过程中推送的第三方广告会直接影响用户体验。梅梦玲强调了用户体验的重要性，第三方广

告的推送会破坏界面的简洁性与友好性，直接影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整体体验[22]。 

2.2.6. 感知与信息素养 
(1) 个人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家人、周边朋友的健康状况共享对于健康类 APP 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Wang 等指出，健康威胁感知和个人健康意识的提升是推动健康类 APP 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23]。雷亚欣

在研究中指出，健康信息管理和自我健康管理的难度较大，智慧服务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公

民要提升健康素养[24]。 
(2) 电子健康素养较高的用户更愿意采纳健康类 APP 提供的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行为的建议。

国外学者 Netere 通过研究发现拥有比较高电子健康素养的用户相比那些电子健康素养较低的人在网络上

搜寻医疗健康信息的频率相对而言更高，并且会更仔细地使用更多的搜索策略和审查信息[25]。 
为了对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的梳理，本研究在文献法的基础上进行了用户访谈。

7 位受访者于校园内接受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3 位通过微信视频进行了便捷的远程访谈，另有 5 位则通过

电话连线完成了访谈。通过整理访谈内容归纳关键词，结合文献法共得出 19 个初步影响因素。再借助问卷

调查法来筛选认同度比较高的影响因素，在回收的 261 份有效问卷中，有 7 个影响因素的认同度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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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因素，故将其剔除。最终提炼出与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密切相关的因素共 12 项，见如下表 1。 
 

Table 1. Sorting out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ntion of health APP use 
表 1. 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梳理 

编号 影响因素描述 

S1 日常功能提醒 

S2 身体数据监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S3 APP 使用的用户评价 

S4 推送相关信息数据的及时性和精确性 

S5 使用过程中推送的第三方广告 

S6 影响力和传播程度 

S7 健康信息发布者的权威性 

S8 健康课程种类的丰富度 

S9 有偿使用(如收取费用) 

S10 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性 

S11 易用性和可操作性 

S12 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 

3. 构建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 ISM 模型 

为进一步了解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 ISM 解释结构模型对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进行系统分

析。ISM 结构模型是美国 J. Warfield 研究开发的一种分析方法[26]。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有关创新分析方

法，提炼问题的构成要素，利用有向图、矩阵等工具和计算机技术，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信息进行处

理，最后用文字加以解释说明，明确问题的层次和整体结构，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程度[27]。 

3.1. 建立邻接矩阵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12 个因素之间有许多联系和影响，我们可以将这些联系和影响用邻接矩阵来表

示。其中，其中，若元素 Si 对元素 Sj 有直接影响，则记作 aij = 1，反之记作 aij = 0。对健康类 APP 使用

意愿影响因素关系结果进行排列得到如下邻接矩阵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A
S
S
S
S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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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立可达矩阵 

邻接矩阵表示元素之间直接的二元关系，元素间还可能存在着间接关系。为挖掘元素间的间接传递

关系，需要引入单位矩阵 I 对邻接矩阵 A 做出进一步的运算处理，根据布尔矩阵的运算法则和可达矩阵

M 的计算公式，求得可达矩阵 M。 
其中布尔矩阵的逻辑和以及逻辑乘运算法则为： 
 0 + 0 = 0 0 + 1 = 1 1 + 1 = 1 
 1 * 0 = 0 0 * 1 = 0 1 * 1 = 1 
可达矩阵 M 的计算公式为： 

 ( ) ( ) ( )1 1n n nA I A I A I M+ − ≠ + = + + =   

通过计算后得出如下的可达矩阵 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0 0 1 0 1 1 1 1 1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1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M
S
S
S
S
S
S

=

 
 
 
 
 
 
 
 
 
 
 
 
 
 
 
 
 
 
 

  

3.3. 建立 ISM 层级结构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规范化方法推演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层级

关系，对可达矩阵 M 进一步分解，依照区域划分、级位划分、骨架矩阵提取的步骤，绘制出多级递阶结

构图，通过有向边连接相邻层次及同一层级的因素，并使用箭头表示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得到健

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4. ISM 模型结果分析与讨论 

根据图 1 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位于第一层级的是

直接影响因素，即 APP 使用的用户评价、影响力和传播程度；位于第二层级上的是影响健康类 APP 使用

意愿的间接因素，即推送相关信息数据的及时性和精确性、使用过程中推送的第三方广告、健康信息发

布者的权威性、健康课程种类的丰富度、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性以及易用性和可操作性；位于第三层级

上的分别是日常提醒功能、身体数据监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有偿使用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这些

是影响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的最根本因素。那么，划分好因素的影响层级，便可以更好地解释 ISM 模

型，得到全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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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pretation of structural models 
图 1. 解释结构模型 

4.1. 直接影响因素 

健康类 APP 使用的用户评价与其影响力和传播程度是使用意愿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是两个关键的评

价指标；且在数字化时代，用户体验已经成为应用程序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能够直接反映用户对于一

款健康类 APP 的满意度和需求。APP 使用的用户评价与其影响力和传播程度同时也存在相互关系。用户

对于健康类 APP 的市场评价也能够影响到它的传播程度。 

4.2. 间接影响因素 

影响健康类 APP 使用意愿的间接因素有六个，它们都对直接因素中 APP 使用的用户评价有影响。由

于不同健康状况的用户对服务的具体需求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及时推送相关信息数据，并保证数据的精

确性；APP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好坏与否也至关重要；此外，推送第三方广告的数量质量会影响 APP 的用

户评价；提供丰富多样的健康课程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增强用户的使用意愿，所以课程内容的丰

富度和实用性也是用户选择 APP 的重要考量因素；健康信息发布者的专业程度会对 APP 的用户评价产

生影响，并能够进一步影响到 APP 的传播程度和影响力。 

4.3. 根本影响因素 

日常提醒功能会影响到 APP 的易用性与可操作性。其次，准确的身体数据监测功能能够帮助用户更

好地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一功能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对于提升用户体验至关重要；另外，平台如果

想要开放一些付费功能，可能会影响到用户界面第三方的广告量、推送相关信息的精准性与及时性、发

布者的权威性以及健康类课程的丰富度；无论是企业内部监管，还是政府的外部监管都要对个人信息安

全起到严密的保障作用。 

5. 对策建议 

5.1. 综合考量评估，提升用户意识 

5.1.1. 参考多方面因素综合评估 APP 
在使用健康类 APP 后，主动向开发者提供反馈，包括满意的功能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详细描述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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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或不便，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通过积极参与反馈，个人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使用体

验，还能帮助健康类 APP 不断优化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各类用户。 

5.1.2. 提升个人健康意识 
个人应主动增强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关注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使

用那些能够提供准确和全面身体数据监测的健康类 APP，以更好地跟踪和管理个人健康。对比不同 APP
的数据监测功能，选择最符合个人需求和健康状况的 APP。 

5.2. 重视反馈创新，强化数据保护 

5.2.1. 及时收集用户反馈来满足相应需求 
积极的用户评价能够增强其他潜在用户的信任度和使用意愿；而消极的评价则可能导致用户的流失；

另一方面，健康类 APP 的影响力和传播程度决定了其能够触达的受众范围。高影响力和广泛传播能够吸

引更多潜在用户，以提高 APP 的知名度和使用率。因此，运营者应该及时收集用户反馈，对中差评给予

回应，同时不断优化和改进 APP 功能等方面，以此来满足用户需求，达到减少用户流失率和提高受众范

围的目的。 

5.2.2. 应用创新技术和加密算法来提升 APP 口碑 
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有助于使 APP 更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可以减少 APP 的内存，提

高效率。此外，使用更精细的加密算法对用户信息进行加密，让用户能够更安心的使用软件，提高用户

粘度。进一步提升 APP 的口碑，改善用户对 APP 的评价。 

5.2.3. 开发个性化日常提醒功能 
平时的医疗检测异常或者运动健康监督都体现在提醒功能上，它会直接影响到用户认为此种 APP 是

否容易操作，最终对于整个 APP 的评价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所以企业不能够忽视其开发的重要性。企

业运营者要根据用户的生活习惯、健康数据和偏好来设置个性化提醒，还要提供选项让用户自定义提醒

时间，以适应他们的日程安排。 

5.2.4. 使用联动监测来提高数据监测的准确性 
使用更精良的算法，支持跨设备之间的联动监测，提高数据监测的准确性。更好的数据准确性一方

面可以提升 APP 的实用性，从而使用户对 APP 的评价提高，也使得 APP 更容易推广；另一方面，优秀

的数据准确性也更利于向用户推送精确的建议。 

5.2.5. 建立合理、透明的收费模式及标准 
运营者首先要考虑提供免费试用或部分免费功能，吸引用户体验；如果想要开放一些付费功能，需

要建立合理的收费模式和透明的取费标准，以此来增强用户的信任感和支付意愿。同时，能为 APP 提供

更稳定的收入来源，便于企业用于持续改进和优化服务。 

5.2.6. 公开数据使用政策并加大保护力度 
企业运营部门应当强化数据安全，加强对用户信息的保护，提高数据安全性，增强用户信任。此外，

要明确告知用户数据的使用政策，增强透明度。 

5.3. 加大监管力度，促进功能完善 

5.3.1.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与规范 
政府应制定并强制执行健康类 APP 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标准，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并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3063


叶嘉雯 等 
 

 

DOI: 10.12677/mm.2025.153063 29 现代管理 
 

且对违反信息安全规定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普及隐私保护政策，引导用户理性使

用，让用户明白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健康类 APP，避免盲目跟风或过度依赖，提醒用户注意个人信息安

全，避免泄露隐私。制定广告推送的相关规定，限制第三方广告的数量和质量，避免广告对用户造成干

扰；对违规推送广告的企业进行处罚，以维护用户的使用体验。 

5.3.2. 促进技术创新与功能完善 
政府应加大对健康类 APP 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新技术在健康监测、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应用；

设立专项基金或奖励机制，鼓励企业研发更精准、更全面的功能。同时，政府应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共同推动健康类 APP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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