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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对数字化就医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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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数字化时代大学生就医需求，为数字医疗服务走进大学校园提供借鉴。方法：通过在校园内发放问卷进行

调查分析当前大学生对数字医疗的需求和就医现状，从现实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阐释大学生就医需求多样性

的原因。结果：时代发展和社会数字化叠加并进是造成大学生就医需求多样性的现实逻辑，基础设施与技术服务参差不齐是

使得大学生就医需求多样性的技术逻辑，社会大环境与心理不认可的多重附加是导致大学生就医需求多样性的实践逻辑。结

论：加强内外监管，严格资质审查，减少社会资本渗入；加强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完善信息标准体系建立；推动联合

式大学生数字化就医建设，线上线下合作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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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Demand for Digital Medical Treat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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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dic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gital 

medical services entering university campuses. Method: by distributing questionnaires on campu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demand and medical status of digital healthcar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nee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re explained from three levels: practical logic, techn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Result: the combination of era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igitization is the practical logic that leads to 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nee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uneve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re the technical logic that leads to 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nee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ultiple attachments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disapproval are the practical logic that leads to 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nee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strength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strictly review qualifications, and 

reduce the infilt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haring, break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improv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standard system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joint digital medical treat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mote online and offline cooperation and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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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5G、云计

算、大数据、远程医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

展迅速，并与多种应用场景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经济

创新发展的重要技术。医疗作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最密

切的场景之一，数字化与医疗应用场景之间的联系愈发紧

密，数字医疗越来越受重视。就医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对年

轻人是一种便捷、 高效的服务体验。2020 年国家出台《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目的就是为了

促进数字医疗的发展。尽管数字化就医在许多方面带来了

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因此，

深入分析大学生对数字化就医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多样性

需求和关切，将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就医需求，推动

数字化就医的发展。在本文中，将从大学生就医需求多样

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对数字化就

医的需求，由此探讨数字化时代大学生更好数字化就医的

对策，为进一步探讨和推广数字化就医提供参考与借鉴。 

1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的就医现状 

1.1 数字医疗发展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

展迅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多种应用场景的

深度融合，逐渐成为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医疗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数字化与医疗场景之间的联系也越来

越紧密，数字医疗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当前，数字技术不断向医疗领域渗透，推动着医疗领

域的技术革命和新模式改革。《2020 数字化医疗洞察报告》

显示，从消费者医疗数字化场景来看，仅关注了解信息的

消费者渗透率超过 60%，远程问诊、线上购药、疾病管理

等场景渗透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有待提升。总体而言，中

国的数字医疗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F50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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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消费者数字医疗场景渗透率 

数字医疗服务依靠远程医疗、数字平台等逐渐出现在

大众的视野中，在医疗资源供给方面具有了可触达性、有

效性及可负担性等特殊优势。未来，以健康为核心导向的

数字医疗服务模式将扩展到更多地区并覆盖到更多人群

中去。从横向来看，数字医疗使医疗服务从以疾病为中心

向以预防性和参与性为中心转变；从纵向看，因创新技术

的成熟正逐步朝着数字化发展，为所有人群提供预防性治

疗。 

1.2 数字医疗对大学生就医现状的影响 

通过我们对大学生群体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大学

生群体对数字医疗有着较大差异的了解程度。在调查群体

中，只有 29.27%的大学生体验过数字医疗服务，绝大多

数大学生并没有体验过，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对数字医疗

的界定有些模糊。进一步了解后，我们得知只有 2.44%的

大学生很熟悉并经常使用数字医疗服务，75.61%的大学生

对数字医疗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经常使用，也有着 21.95%

的大学生完全不了解数字医疗。由此可见，对于数字医疗

的宣传与发展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数字医疗的普及依旧任

重而道远。 

表 1  大学生对数字医疗的了解程度 

问题 

人数/位 百分比/% 

很熟

悉 
了解 

完全不

了解 
很熟悉 了解 

完全不

了解 

大学生对数字

医疗了解吗 
3 93 27 2.44 75.61 21.95 

从问卷调查中我们可知，大学生普遍认为数字医疗具

有减少就医时间、降低就医成本、简化就医流程等优势，

同时也可以促进医疗行业改革。正是这样，数字医疗为大

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就医方式，使他们能够通过在线预

约、问诊和咨询等途径与医生进行沟通，无需排队和等待。

这使得大学生可以更加高效地安排就医时间，减少了等待

和出行的成本。通过数字医疗平台，大学生可以更轻松地

获取医疗信息，更合理地通过自身的症状确定病情，得到

合理的医治。也方便了大学生进行自我健康管理，为学习

和生活添加一份保障。 

但相比于传统医疗方式，大学生在数字医疗服务上也

有着他们的顾虑。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线上就诊缺乏严

谨性，存在误诊的可能性，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同时担心

个人信息出现泄露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适应了传统的

医疗模式，短时间无法适应新型的数字医疗，同时他们也

希望可以简化相关数字医疗软件和程序的操作方式。 

表 2  大学生对数字医疗服务的顾虑 

服务 人数/位 百分比/% 

个人信息泄露 90 73.17 

软件操作复杂 75 60.98 

线上缺乏严谨性 111 90.24 

无法适应 69 56.1 

对于校园数字医疗的发展，通过调查，大学生对此也

有着他们的期待。数字医疗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加主动参与

自己的健康管理和医疗决策。他们可以通过健康管理应用

程序追踪自己的健康数据（例如体重、血压、睡眠质量等），

并与医生分享，以获得个性化的指导和建议。这使大学生

能够更加积极地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预防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数字医疗也可以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在线

心理咨询、心理健康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平台，大学生可

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支持，处理压力、焦虑和其他心

理健康问题。数字医疗提供了随时随地获得心理支持的便

利性，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表 3：大学生对校园数字医疗服务的期待 

服务 人数/位 百分比/% 

预约挂号 78 63.41 

通用电子病历 75 60.98 

在线医生咨询 108 87.8 

疾病互动交流 72 58.84 

线上购买药品 87 70.73 

监测身体状况 72 58.84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通过大数字和 AI 大

模型，推动医疗服务愈加个性化和智能化。在逐步解决了

个人隐私保护和线上就诊的严谨性问题后，进一步搭建和

完善数字医疗服务平台，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使得数字医

疗各方面趋于完善。在此基础上，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以

及其他社会群体会逐渐更多地使用数字医疗，数字医疗会

进一步迎来发展的春天。 

 
图 2  大学生对数字医疗使用的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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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成大学生就医需求多样性逻辑 

2.1 现实逻辑：时代发展和社会数字化叠加并进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增

加，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刚性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国务院

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超过 8 万亿元，到 2030 年

达到 16 万亿元的发展目标。而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易

感人群”，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并对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

洞察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大学生已成为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与发展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2.2 技术逻辑：基础设施与技术服务参差不齐 

大学生的就医需求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疾病和健康问

题。有些大学生可能只需要进行常规的体检和预防保健，

而有些则可能需要接受更复杂的治疗和手术。因此，基础

设施和技术服务的参差不齐会影响到大学生能否获得适

当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方案。其次，大学生通常具有较高的

数字化需求。他们更习惯使用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进

行医疗咨询、预约挂号和获取健康信息。然而，基础设施

和技术服务参差不齐，就意味着有些大学生可能无法方便

地获得这些数字化的医疗服务，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和便利

性。此外，大学生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信息获

取能力，他们对医疗技术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如果基础设

施和技术服务参差不齐，可能会导致一些大学生无法获得

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治疗效果

和康复速度。 

2.3 实践逻辑：社会大环境与心理不认可的多重附加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指社会对数字医疗的接受程度

和认可度。在一些地区或文化中，对数字医疗的认可度可

能较低，人们更倾向于传统面对面的医疗方式。对于大学

生来说，如果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面临

数字医疗不认可的影响，导致他们对于使用数字医疗的需

求感到不被理解或不被支持。 

数字医疗不认可的多重附加是指大学生自身对数字

医疗的心理偏见和不认可。一些大学生可能对数字医疗存

在疑虑，担心隐私泄露、医疗质量不可靠或技术不可靠等

问题，因此不愿意接受数字医疗服务。这种心理不认可会

导致大学生推迟就医、错过及时治疗的机会，进而影响到

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康复效果。 

面对上述问题，政府、医院和学校应当三方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数字医疗的发展。政府需要重视并解决社会大环

境和数字医疗不认可的多重附加对大学生的影响。学校需

要加强对数字医疗的宣传和教育，向大学生传达数字医疗

的优势和安全性，增加他们对数字医疗的认知和信任。医

院需要建立可靠的数字医疗平台和机构，提供高质量、安

全可靠的数字医疗服务，以增加大学生对数字医疗的信任。

此外，还需要加强大学生的数字健康素养教育，帮助他们

掌握数字医疗工具的使用技能和正确的使用方式。 

3 建议及对策 

（1）加强内外监管，严格资质审查，减少社会资本

渗入 

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数字化就医最大的顾虑在于网

络就诊缺乏严谨性，存在误诊，其次是担心个人信息泄露。 

在数字化就医建设过程中，从内部监管而言，首先是

要提高诊断正确率，需要相关部门严格资质审查，提高线

上坐诊医生的准入门槛；其次需要加强数据监管，中国近

些年愈发重视医疗数据的相关立法，相关部门已经陆续发

布了十多条涉及健康医疗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

准，为医疗数据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性工具。尤

其是《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 年先后颁布

实施，与《网络安全法》共同形成我国数据安全与治理的

“三驾马车”，构成了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完备法律体

系，也对医疗行业产生着广泛并且深入的影响。在加强监

管的同时，做好病人信息在数据应用的安全保护和诊疗活

动的流动，平衡好数据管理的“松严”程度，既不影响平

时诊断，又防止数据泄露。
[2]
 

从外部监管来看，需要减少社会资本在大学生数字化

就医建设过程中的参与。不可否认社会资本的参与可以减

轻国家财政的负担，相对而言可以为公众提供更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也有利于解决互联网医疗投资不足的问题。但

是社会资本参与办医的最终目的是获利，医疗行业本身是

微利行业，且本文讨论数字化就医建设的突出对象是大学

生，社会资本过多参与，过度追求高经济利润会给大学生

带来巨大经济负担，也会背离数字化就医建设造福公众的

初衷。 

（2）加强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完善信息标准

体系建立 

尽管政府相关部门自 2016 年起就着手大力推进医疗

系统数据的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对于电子病历等临床医疗

系统的信息化升级也有推进，但截至目前信息数据共享这

一目标仍未实现。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医院运营的信息

系统不同，相关系统标准不统一，非标准化通讯接口问题

严重，系统彼此接轨难以实现，制约数字医疗的发展，制

约大学生数字化就医发展。
[3] 

为消除“数据孤岛”现象，建议完善信息标准体系，

推动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共享数据平台建立，加强我国数字

化医疗建设。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数据共享平台，

将所有医院患者数据进行信息标准化，覆盖医疗行业全链

条，在同一平台汇集管理，与此同时，建立完备的数据安

全保障体系，做到数据管理和使用可追踪、可溯源，防止

数据泄露。2021 年 11 月，《个人信息保护法》推出后率

先出台的地方数据法规《上海市数据条例》颁布，体现出

了鲜明地激发数据生产要素活力，最大程度挖掘、释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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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价值的立法精神。它强调促进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制定

公共数据开放清单，持续扩大公共数据开放范围。
[4]
上海

市从 2006 年开始启动的“医联工程”，就是推动信息共享，

强化院间协作的一个优秀样本。 

（3）推动联合式大学生数字化就医建设，线上线下

合作互通 

各高校校医院多数是建校初期按规模而建，校医院所

占面积、用房、设备及人员配置与高校规模的扩张不匹配。

由于国家对于校园医疗建设这一方面财政拨款有限，高校

内所有的医疗设备寥寥无几，可开的药品种类极其有限，

只能治疗感冒等小病。且校医作为高校的后勤部门，所进

人员业务水平有限，同时在校内所接触病例较少，临床经

验不足，医疗水平无法得到提高，甚至有的医务人员为避

免责任，稍有问题就要求病人去社会医院进行治疗。 

目前大多数高校校医院采用自管式，对于重视信息互

通的数字化就医趋势而言这种自管式模式比较单一，不太

适应如今数字化转型背景的需求，且不利于解决各高校校

医院所存在的上述提及的个性化问题，易形成“医疗孤岛”

现象。 

各高校校医院应该考虑从自管式向联合式转变，相邻

高校之间相互合作，利用各高校人才优势，结合数字化技

术，联合共建形成规模性、提供多样化服务的数字化大学

城医疗机构及平台，实现线上平台诊小病，线下医疗机构

治大病。联合式大学生数字化就医建设能够实现资源共享，

以集中各高校在校医院建设方面的有限资金与设备，减少

浪费并合理利用资源；该模式还能为大学师生就医提供专

业、技术的保证，利于引进专科医生、专业人才，提高诊

断、治疗的准确性，也为师生们提供便利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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