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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是一个决策的过程，患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这个决策过程不仅仅受到一

个因素的作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本文从供方、需方和政府三个层面寻找影响因素，即

患者自身、医疗机构以及政府指定的政策等方面，并且分析了影响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因素。运用决策

与实验室DEMATEL方法，可以对影响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因果分析，然后根据逻辑关系

进行排序，找出影响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关键因素，为政府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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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that patients 
need to consider come from all aspects. Thi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one 
factor, but also the complex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This paper look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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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supplier, demander and government, that is, patients 
themselve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cies desig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Using the decision-making and laboratory 
DEMATEL method, we can make a caus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n sort them 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find ou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useful ideas for the 
government’s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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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患者对医疗机构的选择这个过程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决策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需要考量的问题。

不仅包括患者自身因素，还包括医疗机构因素、政府因素和我国医疗卫生政策因素等。这些不同层面和

主体的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患者选择医疗机构时面临着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基于此，文章选取了患者

在选择医疗机构时可能会面临的 15 个影响因素，并根据 DEMATEL 方法分析了这 15 个影响因素的重要

程度，并且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作为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优先考虑因素。通过分析计算得出的数据，

从不同层面提出解决对策。 

2.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体系 

1) 供方因素 
交通便捷度、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服务价格 、服务态度和报销比例等这些都是供方的影响因素。

作为最受到患者关注的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医疗设施还有一个就是医疗水平，但是患者不能只考虑这

两个因素，同时交通便捷程度也是需要考量的，因为如果患者居住地离医疗机构距离过于远，不但会增

加交通成本，并且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病情[1]。同时，诊疗水平和服务价格、报销比例也是很重

要的，其中较低收入的群体他们首先会考虑到医疗服务价格和报销比例，医疗机构诊疗水平会吸引大部

分的患者前来就医，特别是患病较为复杂的患者，他们会根据医疗机构或者医生的诊疗水平选择是否就

医。 
2) 需方因素 
需方因素一般就是指患者根据自身的一些条件、资源和状况选择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患者的年龄、

学历、疾病的严重情况、自身经济状况、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是否有熟悉的医生等。不同人群对医

疗服务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考虑到每个人的具体特征进行分析。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社会的发展，

老年群体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老年人倾向于选择更方便的社区医院，而年轻患者

则根据诊疗水平和服务态度等因素选择医疗机构[2]。若疾病较为严重，患者将不会选择社区医院、乡镇

卫生医院进行就医，往往就去三甲医院等一些级别更高，专业性更强的医院进行就医。同时患者还会根

据自己是否参与医疗保险选择去私立医院或者公立医院，若患者参与了医疗保险，那么他很可能会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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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医院就医，而不选择私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的费用无法报销[3]。如果患者在该医疗机构有熟悉的医

生，那么患者也会选择来就诊，因为有熟悉的医生可以节约问诊的时间，医生对患者的情况也十分了解，

治疗起来也相对有经验，会根据患者的疾病发展状况更改相应的诊疗策略。患者对于熟悉的医生来治疗，

也会更加的安心，减少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 
3) 政府因素 
政府方面的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从政府角度来看，分级诊疗制度也是对患者

选择医疗机构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分级诊疗制度的相关内容要求，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转

变。患者需要根据自身的病情严重程度、轻重缓急、医疗费用和报销比例等等因素选择相应的适合自己

的医疗机构进行就医。治疗较为困难的疾病选择去大医院，将患者按照疾病进行分流就诊，避免浪费大

医院的医疗资源[4]。 
通过供方、需方和政府层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患者在选择医疗机构时，这些影响因素并不是单独作

用的，往往都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并且相互影响的，所以患者选择医疗机构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就比如说低收入患者不会单单只考虑医疗服务的价格，当层次较低的医疗机构无法医治这部分

患者时，患者就会选择前往层次和水平较高的大医院。还有就是患者的学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是否

享有医疗保险。本文按照患者选择医疗机构所考虑的层面，分为 15 个影响因素，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system of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表 1.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体系 

患
者
选
择
医
疗
机
构
的
影
响
因
素 

维度 影响因素 编号 

供方 

交通便捷度 S1 

机构诊疗水平 S2 

医疗服务价格 S3 

报销比例 S4 

服务态度 S5 

医院环境 S6 

医院等级 S7 

医疗设备 S8 

需方 

学历 S9 

病情严重程度 S10 

经济状况 S11 

是否有熟悉的医生 S12 

是否参与医疗保险 S13 

年龄 S14 

政府 分级诊疗制度 S15 

3.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 DEMATEL 分析方法步骤 

DEMATEL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方法是一种运用

图形和矩阵工具对系统进行要素分析的方法，通过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重要程度和直接影响

矩阵，可以计算出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以及原因度，从而根据要素之间的逻辑关

系为决策做出合理的依据。本文根据 DEMATEL 方法，利用直接影响矩阵进行计算，分析患者选择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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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步骤如下所示： 
1) 确定影响因素。设影响因素分别为 S1，S2，……，S15，共 15 个影响因素。  
2) 本文采用数字 0~4 来代表各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分为“无影响”、“低”、“中”、“较高”、

“高”五个等级。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向以及作用的大小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nteraction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图 1.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 建立初始的直接影响矩阵。设此 n 阶矩阵为 ( )ij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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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2, , ; 1, 2, , ;ijx i n j n i j= = ≠� � 表示因素 Si对因素 Sj的直接影响程度；若 i = j，xij = 0。 

将上述的影响因素制作成相应的调查问卷，分发给有关专家或学者和有关人士进行打分，调查问卷

主要分发至以下主体：一是供方，二是需方，三是政府。从而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制成患者选择医疗机

构的直接影响矩阵(见表 2)。 
 
Table 2. Direct influence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表 2.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影响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0 0 4 0 3 2 3 1 0 3 0 0 0 0 1 
S3 0 4 0 4 2 2 1 3 0 0 0 0 0 0 1 
S4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5 3 0 2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S6 3 0 2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S7 3 2 3 2 1 3 0 4 0 0 0 0 0 0 0 
S8 3 3 3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S9 3 0 0 0 0 2 3 3 0 0 4 4 2 0 0 
S10 4 0 3 2 2 0 0 0 0 0 4 0 0 3 0 
S11 3 0 0 0 0 0 0 0 2 0 0 3 2 0 0 
S12 0 4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S13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1 
S14 3 0 4 2 0 0 0 0 2 3 3 3 2 0 0 
S15 0 3 2 4 1 2 2 3 0 0 2 1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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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矩阵 X 中对应元素按照行相加，设行和最大值为 max，将每一个直接影响度除以最大值 max，
就得到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 

max
XN =                                        (1) 

5)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的公式为： 

( ) 1T N I N −= ∗ −                                     (2) 

其中 I 代表单位矩阵,N 为前面计算的标准化的直接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 T 见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表 3.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0 0 0.0506 0 0.0252 0.0141 0.0227 0.0063 0 0.0190 0 0 0 0 0.0026 

S3 0 0.0416 0 0.0379 0.0121 0.0134 0.0045 0.0263 0 0 0 0 0 0 0.0026 

S4 0.017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5 0.0185 0 0.0087 0 0 0 0 0 0 0 0 0.0019 0 0 0 

S6 0.0217 0 0.0109 0 0 0 0 0.0207 0 0 0 0 0 0 0 

S7 0.0300 0.0145 0.0299 0.0119 0.0040 0.0255 0 0.0432 0 0 0 0 0 0 0 

S8 0.0257 0.0251 0.0280 0 0 0.0129 0.0113 0 0 0 0 0 0 0 0 

S9 0.0310 0 0 0 0 0.0125 0.0217 0.0256 0 0 0.0313 0.0353 0.0092 0 0 

S10 0.0474 0 0.0245 0.0125 0.0105 0 0 0 0 0 0.0351 0 0 0.0174 0 

S11 0.0207 0 0 0 0 0 0 0 0.0077 0 0 0.0195 0.0084 0 0 

S12 0 0.0338 0 0 0.0217 0 0 0 0 0 0 0 0 0 0 

S13 0 0 0 0.0322 0 0 0 0 0 0 0 0 0 0 0.0019 

S14 0.0322 0 0.0413 0.0147 0 0 0 0 0.0090 0.0188 0.0232 0.0232 0.0101 0 0 

S15 0 0.0289 0.0177 0.0442 0.0047 0.0143 0.0128 0.0284 0 0 0.0084 0.0028 0.0187 0 0 
 

6) 计算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在进一步计算得出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综合影响矩阵后，将矩阵的每一行分别累计相加得到对应影

响因素的影响度 fi，表示对应的因素将对其他因素起作用的大小，再将矩阵中的每一列进行累计相加得

到对应影响因素的被影响度 ei，被影响度表示对应因素将会受到其他因素起作用的大小。将这两个数据

相加就得出了中心度 mi，中心度表示对应的影响因素在整个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和作用大小。原因度的计

算方式是影响度减去被影响度。原因度根据 ni 的符号又分为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若原因度前面的符号

为正好则为原因因素，若原因度前面的符号为负号则为结果因素。原因因素比结果因素具有更强的稳定

性，不容易被其他因素影响，一般结果因素却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5]。其中上述四个指标的

计算公式如下： 

( )1 , 1, 2, ,n
i ijjf t i n

=
= =∑ �                                 (3) 

( )1 , 1, 2, ,n
i ijie t j n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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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i i im f e i n= + = �                                 (5) 

( ), 1, 2, ,i i in f e i n= − = �                                 (6) 

 
Table 4.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ients’ choic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表 4.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关系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S1 0 0.2443 0.2443 −0.2443 

S2 0.1405 0.1439 0.2845 −0.0034 

S3 0.1385 0.2114 0.3499 −0.0730 

S4 0.0170 0.1534 0.1705 0.0170 

S5 0.0292 0.0783 0.1075 −0.0491 

S6 0.0532 0.0926 0.1458 −0.0394 

S7 0.1590 0.0729 0.2320 0.0861 

S8 0.1030 0.0729 0.1759 0.0300 

S9 0.1667 0.1506 0.3173 0.0161 

S10 0.1473 0.0167 0.1641 0.1306 

S11 0.0564 0.0378 0.0942 0.0186 

S12 0.0555 0.0979 0.1535 −0.0424 

S13 0.0341 0.0378 0.0719 −0.0037 

S14 0.1725 0.0828 0.2553 0.0897 

S15 0.1808 0.0463 0.2272 0.1345 
 

得出了综合影响关系表格之后(见表 4)，然后可以根据计算得出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确定每一个影响

因素对患者选择医疗机构产生影响的程度，再根据中心度确定每一个影响因素在整个患者选择医疗机构

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和优先顺序，最后再根据原因度前面的符号是“+”还是“−”再判断影响因素

是原因因素还是结果因素，理清每一个影响因素的内在逻辑和相互作用关系。 

4. 结果分析 

4.1. 原因度分析 

1) 通过计算出影响因素的原因度，将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分为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原因

因素按照逻辑关系排在结果因素前，有原因才会导致结果，所以原因因素能够影响结果因素，由此可见

原因因素不易改变，而结果因素是由其他因素最终导致的。综上，患者在选择医疗机构的时候应当首先

根据原因因素来进行决策，然后再参考其他影响因素。根据上文计算的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综合影响关

系，原因度排名靠前的五个影响因素都有：S14年龄、S9学历、S7医院等级、S10病情严重程度、S15分级

诊疗制度。从上述原因度靠前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患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疾病的情况合理选择，按照分

级诊疗制度的要求，避免盲目追求大医院的做法。政府也应当继续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不同层级的医疗

机构设置不同的医疗价格和报销比例，这样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自动的分流患者[6]。 
2) 结果因素分析。根据原因度绝对值的大小进行排序，其中结果因素的绝对值靠前的因素有：S1交

通便利程度、S5服务态度、S6医院环境、S13是否参与医疗保险。结果因素受原因因素的影响而间接影响

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就比如报销比例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来改变报销比例。医院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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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是原因因素，医院等级自然决定了医院的环境和服务态度，一般来说三甲医院的环境会比二甲医院的

环境更好。 

4.2. 中心度分析 

从计算出的中心度数据分析可知，影响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关键包括 S2机构诊疗水平、S1交通便利

程度、S10疾病严重程度、S3医疗服务价格、S9受教育程度、S7医院等级、S5分级诊疗制度、S4报销比例。

根据中心度分析出的关键因素，从三个层面(供方、需方、政府)提出优化的对策：第一，要注重居民的健

康意识的培养，让健康观念深入人心。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要相互配合，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参加健

康教育和讲座等活动，帮助居民培养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医疗习惯，积极贯彻“健康中国

2030”的方针。社区组织要在社区积极建设健身设施和场所，让居民们有地方进行体育锻炼，增强身体

素质。积极的普及分级诊疗制度的优势，引导居民在患病就医时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机构，不要盲目追

求大医院、专家，基层医疗机构也要做定期的健康宣传以及健康讲座，培养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的

生活方式。第二，要加强医疗队伍素养建设，提高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医院要注意培养医务人员诊疗

水平和业务水平，医生要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一心一意为患者服务，帮助患者早日走出疾

病的困扰或者减轻疾病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第三，加强机构硬件设施建设，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在

我国实行分级诊疗制度，是基于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认识的深化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解决群

众因病致贫、因患难医问题。通过不同的医疗服务价格和报销比例，对病人进行自动分类，这也遵循了

分级诊疗制度的概念。政府的财政投入要倾向于医疗机构的建设，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器具，提

高医院的硬件设施，努力改善医院的环境，为患者带来整洁的就医环境。其次就是提高就医报销比例，

减轻患者看病负担，从而减轻低收入人群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7]。政府也要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

行监管，对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监管有利于医疗机构不断自我改善，对医生的监管有利于医生恪守自己

的本职工作。同时政府也要完善医疗保险政策，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报销比例等等，这样

让更多人纳入医保的范畴中，不再为医疗费用担忧。 

5. 结论 

本文根据决策与实验室方法选出 15 个影响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因素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显示，

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服务价格，患者的病情和经济状况，还有政府制定的分级诊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

报销比例都是患者在做决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重要条件。患者首先考虑这些主要因素，然后再去考虑其

他次要重要的因素。只有供方、需方以及政府三个层面的齐心协力，就可以改善我国医疗卫生的部分就

医问题。由此来看，政府首先需要以身作则，在管理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这个决策过程中，政府也要发

挥重要作用，需要首先考虑关键的影响因素，指导患者合理的选择医疗机构，合理分配医疗资源。从这

些关键的影响因素中，探索出合适的改革路径。所以更加要完善和改进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的

完善可以改进医疗服务价格和报销比例，经济状况差的患者就可以通过分级诊疗制度减轻就医负担。这

样才能合理的使得患者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避免基层医疗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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