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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领导会影响医院服务质量吗?①

———任务依赖性与过度组织信任的调节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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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患双方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认知落差是导致医患矛盾的原因之一．据此，本文从社会网

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医疗制度改革情境中非正式领导对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的作用机制，并

发现过度组织信任作为中介机制、任务依赖性作为调节机制影响二者( 非正式领导和医患服

务质量认知落差) 的关系．本文以问卷调查和整体网分析方法，经过收集并分析 B 市两家医院

的临床医护人员与患者资料，证明了上述假设，为推行新医改的必要性提供了更多科学依据．
本文建议未来医院管理要更加分权化，以减少医护人员对组织的过度信任，并在降低任务依赖

性的调节作用下，缩小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从而为医患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创造条件．同时

本文就医院中具有较高任务依赖性岗位的管理举措给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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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医患纠纷出现反弹，医患矛盾尖锐仍

然是社会焦点问题［1］．其中不乏涉及医疗费用、技
术应用、资源分配等宏观制度层面的因素，但同时

也有来自医院服务质量、医患心理或认知层面的

原因，如本文关注的医患之间对医院整体评价中

的医疗服务质量的认知落差( 以下简称医患认知

落差) ．基于利害关系人( stake holders) 视角，医患

认知落差是衡量医患矛盾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

对医疗品质的评价，而新医改相关政策有望通过

改革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来缩减医患认知落差，

如建立有效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提高患者对医疗

服务的满意度在绩效评价标准中的比重［2］．
已有研究指出，医患认知落差除了影响患者

对医疗质量的满意程度、服务忠诚度［3，4］外，同时

也影响医护人员的服务传递( service delivery) ［5］．
其中，可触及性( accessibility) 、沟通、安全性、竞争

程度、高绩效工作环境等是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的

因素［5－7］．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从患者视角来探究

影响服务质量的因素，却鲜少从组织结构的角度

出发来讨论医患认知落差［6，8，9］．医院的组织结构

直接影响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流程与服务传递效

率，设计良好的组织结构可以带来高效、弹性且权

责分明的服务系统，相反，设计不良的组织架构会

导致临床医护人员较低的工作投入度和工作满意

度，从而降低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因此，本文主要探究新医改推行后，医院组织

形式从原有“科主任负责制”下的树状层级结构

演化为“主诊医师负责制( attending physician) ”下

的多中心网络组织结构，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基于医患认知落差而产生的医患矛盾，即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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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网络结构的角度来探究新医改对于解决医

患纠纷问题的有效性．
中国既有医疗体系仿效苏联的科层体制( bu-

reaucracy) 建立，即以“科主任负责制”为主．在这

种制度下，科室主任需要监管和负责多层级医生

( 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 的

服务质量，虽然形成科室主任与各级医师之间的

互补效应，但却带来权责不清、工作效率低、悬置

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等问题．不仅如此，从个体认

知负荷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分析，这种制度令科室

主任的权责负担过大，除可能促使其过劳与情绪

耗竭外［10］，权力过分集中也使得医护人员过于关

注与科室主任的关系，而忽视与病人之间营造友

善关系．因此，在制度与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下，

医患关系的形成、非科室主任医生之间非正式关

系的建立都受到影响，进而加大了医患间的心理

距离，加剧了医患认知落差．
新医改大力推动医院组织结构向主诊医师负

责制方向迈进，希望以适度分权来明确不同职称

医生的权责、简化医院组织层级，并积极鼓励医疗

服务要“以患者为中心”．与传统科主任负责制不

同，在主诊医师负责制下，主诊医师需要全程、全
权负责患者的治疗并承担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风

险，对他们的绩效评定纳入患者对服务质量的评

价和反馈．这种弹性组织架构和以患者服务质量

感知为要素的绩效导向，有利于医生与患者建立

较亲近的关系．
在这种制度下，医院组织内的权力与结构关

系亦从过去由职务赋予的正式领导力为主导的层

层节制的树状网络，逐渐转变为有多中心的非正

式领导的网状网络为主导．相对过去的科主任负

责制，主诊医师负责制从制度上鼓励了组织结构

中非正式领导的形成．不同于正式领导力来自于

组织规则或程序等所代表的正式的权威( formal
authority) ，非正式领导( informal leadership) 源于

信任、互惠关系．这是一种更加分权( decentraliza-
tion) 化的权力结构，科室主任的单一权力中心被

分散到主诊医师等多主体，避免组织内部的权力

只集中在少数特定人员身上而形成“只唯上，不

看下”现象．而非正式领导数量可以用来刻画这种

多中心网络组织权力分散、信息共享的程度．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首先是多中心网络结构

下所产生的非正式领导数量是否能够降低医患认

知落差．其次，医患认知落差与医生对于组织的信

任程度同样有关．组织结构的变化会带来信任的

变化，而过度的组织信任会让医护人员盲目地高

估医院整体的表现，因此与患者的感知不尽相同，

组织信任是考察非正式领导数量对医患认知落差

影响的中介变量．再次，不同的工作内容对于权力

分散的要求也不相同，因此将任务依赖性作为调

节变量，主要为了探究不同的工作情境对于分权

效果的影响．
分析结果为: 非正式领导可以降低医患认知

落差，并且组织信任作为完全中介机制影响二者

的关系，过度组织信任会带来更大的医患认知落

差．任务依赖性作为调节机制，在低依赖性的工作

岗位上，非正式领导对降低医患认知落差的效果

较为显著( 如图 1) ．本文证实了更加分权的组织

结构会增加非正式领导数量，减少过度的组织信

任，从而降低医患认知落差，支持了目前新医改的

方向．

图 1 研究假设图

Fig．1 Ｒesearch hypothesis figure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本研究采用利害关系人的视角，同时考

虑患者和医护人员来衡量和讨论医患认知落差及

其形成原因．将组织管理与消费者行为结合，提供

了同时从医患双方出发来探讨服务质量的研究

视角．
其次，本研究得到非正式领导数量与过度组

织信任、医患认知落差的负向关系，揭示了分权式

的组织结构更易避免过高的组织信任对医患认知

落差的影响，实证了新医改所推行的“主诊医师

负责制”方向将有助于减少医患认知落差．尽管本

研究基于本土情境，但就制度转变带来组织结构

变化的分析框架以及非正式领导在医疗服务中的

理论实证分析来说，对于发展领导理论具有积极

贡献．既往关于非正式领导的研究多停留于概念

层次，只有极少的定量研究建构并解释了非正式

领导在组织中的作用．本研究率先计算和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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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领导数量在专业型服务组织的影响效果，

并发掘了过度组织信任以及任务依赖性等中介与

干扰变量，对于开展专业型组织服务研究具有一

定贡献．
最后，本研究假设并证实了过高的组织信任

会加大医患认知落差，且在低任务依赖性的条件

下，增加组织结构的分权性对降低组织过度信任

和医患认知落差上会更有帮助．也就是说，本文不

再囿于探讨组织信任的积极效果，以此回应过去

学者对于过度信任的危害的呼吁［11，12］．

1 文献探讨与研究假设

1．1 服务质量理论与医患服务质量认知差距

服务质量( service quality) 是服务管理与营销

领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5，13，14］．其中，服务差距模

型( gap model) 是衡量服务提供者、消费者预期与

感知差距对于服务质量的影响的重要工具，广泛

应用在公共服务［14］、网络服务［15］、自助服务［16］

等领域．
在医疗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参

照了 Parasuraman 等［5，16］的原始量表来测量医疗

服务( medical service) 或医疗保健服务( healthcare
service) 的质量，包含: 可触性( tangibles) 、可信赖

性( reliability ) 、回应性 ( responsiveness ) 、确保 性

( assurance ) 、同理性 ( empathy ) 等五项［7－9，17，18］．
也有 一 些 研 究 自 行 开 发 特 别 的 子 类 别 进 行

测量［17，19］．
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认知差异，有一些基于

多方利害关系人视角的研究，分别关注病人、医疗

人员、管理者［20，21］，包括政策制定者、纳税人、社

区、当地政府等［22－24］，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

医疗服务质量的定义和影响定性分析上．蔡文正

等人［9］根据服务质量和重要性－绩效分析法( im-
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探讨了基层医生与

患者之间的认知落差，发现绝大多数的医生高估

了患者的满意度，且低估了“用药解说”、“候诊时

间”对于患者满意度感知的重要性． Isik 等人［8］也

发现患者的服务期待皆大于服务感受．这些研究

揭示了不同利害关系人对服务质量认知落差的存

在．但已有的医疗服务质量的量表存在测量的题

数较多( 约 40 题～50 题) 、施测不易、结合服务提

供者和消费者观点困难等问题［16］．
现有关于医患认知落差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

有两个视角，一是探讨哪些因素影响“消费者服

务预期( service expectation) ”，从而造成认知落差

的视角，另一个则从服务方、消费者、市场环境等

多方面进行探究．Chang 等［25］发现了基于人际关

系的服务接触( interpersonal-based service encoun-
ter) ，具体包括专业人员、整体行政人员与环境和

空间因素对服务质量评价的影响．Scotti 等［7］的研

究则发现高绩效工作环境与顾客导向可以提升员

工的服务质量认知，进而提升消费者的服务质量

认知．Makarem 和 Al-Amin［6］从组织或市场角度来

探讨影响服务质量的因素，发现了医疗机构的竞

争程度、医院专业化等组织因素会影响服务流程

的质量，同时影响患者对服务表现的评价．
综上，过去研究较少探讨哪些组织因素( 尤

其是领导因素) 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医患认知落差．
本研究基于中国新医改情境，从社会网视角出发，

试图了解医院组织中分权带来的社会网多中心

化，亦即出现多位非正式领导，如何影响医患认知

落差的机制．此处非正式领导指涉的是，相对于科

主任负责制下权力容易集中于科室主任等正式领

导手上，主诊医师负责制让一些深受病患信赖的

医生有较高的收入和评价，以及较多机会组织其

他医护人员负责复杂案例，从而构建出他 /她的影

响力，在正式领导之外建立较紧密的医护间人际

关系，成为非正式领导的主要来源．
1．2 非正式领导与医患认知落差

传统领导力理论大多强调组织赋予领导者的

地位( status) 与权力( power) ．正式领导力指领导

者的来自组织权力结构的领导力( authority) ，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的领导力．然而，随着组织

功能日益复杂，结构日渐扁平化，权力可能逐渐分

布在组织内部的成员之间，并对员工的态度和表

现产生影响，因此近期对于领导力的关注焦点从

领导者转变到了跟随者( follower) ［26］．
近年来，亦有越来越多相关研究指出非正式

领导 对 组 织 管 理 的 积 极 作 用． 非 正 式 领 导

( informal leadership) 是指在组织的工作环境中，

在人际互动、交往、建立信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

种来自于非正式权力的领导力量，不以权威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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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影响力对员工、决策或组织本身产生影响．
非正式领导可以提高个体和团队表现［27］、个体创

造力［28］、任务准确度，并带来组织稳定的生产效

能［29］等．此外，尽管非正式领导研究主要注重领

导力在互动过程中的形成及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研究却也指明非正式领导与正式领导其实存在着

互补性［30］．
在针对医院情境的非正式领导研究中，Heard

等人［31］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来探究医疗机构中的

非正式领导和部门结构，得到非正式领导可以带来

更多创新的结论，但在其关于非正式领导的评价中，

指认谁是非正式领导的方式较为粗糙; Lawson［32，33］

则是从领导力影响患者满意度的角度来分析，其结

论为非正式领导对于患者满意度没有影响．
在医院的组织结构中，如果采取层级式结构，

则临床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主要是所有医生与科

室主任之间的互动而非普通医生之间的互动，那

么信息的获取来自于正式领导这一单一来源．相
反，分权化的组织中，医护人员之间会更多水平式

的互动，由于阶层分化较不明显，有利于医护人员

之间形成较亲密的关系．医生们亦可以从主要关

注维护与科室主任的关系转为关注发展与患者及

其他医生的关系，因此，医生和患者均可以从不同

的渠道( 科室主任、其他医生、护士) 得到信息，从而

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亲密关系缺失所导致的医患

认知落差．根据以上推论，提出假设:

H1 非正式领导数量负向影响医患认知落

差，当非正式领导数量越多，医患认知落差越小．
1．3 组织信任的中介效果

组织信任是指员工对于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

以及组织本身的整体认知和信赖程度［34］．组织信

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员工感知的风险与不确

定性［35］，同时还可以提供团队的学习效率、为员

工带来信心［36，37］、提高企业的生存率［38］，为员工

个人和组织经营带来正面效用［39－42］，对于人际关

系和谐有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过度的组织信任也可能给组织带来危

害．从信任机制的理论层次来看，由于信任会降低

监控与警戒( monitoring and vigilance) ，因此过度

的信任可能会带来组织成员盲目相信、自满或承

担不需要的义务、降低团队绩效或公司创新获益

等风险［10，43，44］．近来有研究指出当员工感到被信

任时，会增加员工维持声誉的负担，造成员工情绪

耗竭从而降低绩效［45］．
综上，本文认为过度的组织信任会降低员工接

受绩效管理的意愿，并且会降低服务质量管理的警

戒，陷在医院同事彼此相同的信息圈中，忽视圈外不

同的声音，进而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忽略患者的需求．
此外，过度信任会带来过于自满的态度，医生盲目相

信组织所提供的信息而形成闭塞，进一步增大了医

患之间的认知落差．据此提出假设:

H2( a) 过度组织信任会提高医患认知落

差，组织 信 任 过 高，医 患 间 的 服 务 认 知 落 差 将

增大．
已有研究指出组织中非正式领导力产生的条

件区别于正式领导，包括非正式领导所具有的特

质、行为以及其他组织层面的因素［46］，因此，非正

式领导对员工行为、态度、团队结果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一般来说，团队中的非正式领导具有管理关

系的特殊技能［47］，以维持其自身在团队中非正式

授权的地位［48］，他们往往会更多地给予员工工作

上的建议和帮助，建立与其他员工之间的信任，甚

至可以同时连接团队内互不信任的员工［49］，由此

产生了一种权力分散的多中心的信任网络．
网络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团队成员的行为，进

而 产 生 对 更 大 范 围 的 团 队 行 为 以 及 文 化 的 影

响［50］，因此最终会使团队中的信任发生变化．中
国的人际关系网络特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

局网［51］，在企业之中就会形成一个一个关系圈

子［52］，并且中国人基于特殊人际关系产生的特殊

信任会深切影响到他 /她对整个组织的一般信

任［53］，所以在以正式领导为核心的关系圈子中，

基于和领导的人际信任会影响不同圈层员工的组

织信任，核心成员组织信任会高于圈内的其他成

员，而圈内人又会高于圈外人［54］．非正式领导的

圈子常常由一些圈外人组成，这类圈子多，势必会

削弱总体的组织信任，如果非正式领导和正式领

导有冲突，其带来的削弱效果会更大．
主诊医师负责制促使较多的非正式领导出

现，进而产生多中心网络，如果分散的圈子之间有

非正式领导作为“桥”互相联系，则既保证了网络

的异质性，同时把网络限制( constraint) 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55］，而不会过度集中在正式领导的圈子

内，也就不会转人际信任为组织信任，带来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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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信任，Bencsik 等人［56］实证了高质量的专业

知识的传播对于组织信任的建立以及绩效的积极

影响．当组织成员之间存在异质、高效的信息流

通，组织内就容易形成既不会过低又不会过高的

组织信任．主诊医师可以从同事以及病患那里获

得更多信息，有利于其客观评价自身服务质量，进

而缩小医患间的服务认知差距．因此非正式领导

产生的网络结构的变化，影响团队成员的组织信

任程 度，最 终 将 影 响 网 络 优 势 ( network bene-
fit) ［57］．

但在科主任负责制下，几乎无法产生非正式

领导力，这种制度安排作用于团队信任会产生两

种结果: 一种是网络中只有权力关系而没有信任

关系的存在，因为科室主任主要靠正式领导力的

权威保证工作进行，他 /她与普通医护人员或医护

人员之间均缺少信任，从而造成整个团队的低度

信任，据上述 1．3 节的分析，低度信任会造成医患

认知落差过大; 另外一种结果如上所述，员工集中

在科室主任的圈子内而产生过高组织信任，再加

上树状的网络结构下信息来源单一同质，团队医

护人员“只看上，不看下”，虽然易形成共识，但一

致性过高同样会对团队产生负面影响［58，59］，进而

强化过度的组织信任，最终使组织成员处在一个

封闭的“壳世界”中，高估自身服务质量，忽略病

患需求，造成较高的医患认知落差．
因此，结合 1．2 节及以上分析，非正式领导可

以降低服务质量的认知落差，但组织信任可能会

中介这一效果．因此，基于假设 H1 以及假设 H2
( a) ，提出组织信任的中介效果:

H2( b) 组织信任中介非正式领导数量与

医患认知落差的关系．
1．4 任务依赖性的调节作用

任务依赖性( task interdependence) 是指工作内

容需要组织成员互相依赖以完成工作的程度［60］．当
任务依赖性高时，团队成员需要互相沟通、协调、合
作并有序完成工作任务; 任务依赖性低时则更偏向

独立作业，组织成员合作的必要性低．
Meier［61］对于四种医院组织的不同领导力的

研究表明，不同的场域下可能存在不同的领导力

的嵌入方式，并最终会产生不同的组织和个体表

现．由于存在任务依赖性各不相同的科室，因此产

生了彼此相异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62－64］，也有

一 些 研 究 探 讨 任 务 依 赖 性 对 于 服 务 质 量 的 影

响［65］．Langfred［44］的研究指出，在高度自主性( au-
tonomy) 的工作环境当中，高度的组织信任可能会

引发团队成员相互监控，反而降低团队表现．顾远

东［66］等探究了过度组织认同与情绪的关系对于

创新的负向影响．Yong［67］则探究了任务依赖性在

团队成员间社会交换对员工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

用．在医院情境下，高任务依赖性意味着更复杂困

难的治疗过程，需要更多的团队合作并整合工作

流程以保证病人治疗过程中的安全，这就意味着

信息、资源和材料必须有所流通和共享［68］，因此

限制了个人或小团队的独立性．而对于医疗改革

给服务质量带来的影响，也应该基于不同任务依

赖性的科室的不同任务情境进行评价．因此，本文

提出，不仅组织信任中介非正式领导对服务质量

认知落差的影响，不同场域下，任务依赖性也会对

非正式领导与组织信任、组织信任与服务质量认

知落差的关系产生影响．
结合社 会 信 息 加 工 理 论 (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个体所处的工作环境特征( 如:

任务依赖性) 会影响工作态度，进而影响组织中

的行为，例如效率、满意度、绩效等［43，65］．已有研

究实证了领导力与任务依赖性的关系，发现在低

任务依赖性的环境下，领导对于团队认同的正向

效果更强［69］．因此，任务依赖性会与领导力共同

作用，影响员工在工作环境中的态度与感知．
医院中不同科室内人员各自的独立程度或依

赖科室主任的程度并不相同．在某些高度依赖的

任务环境中，医护人员无法独立解决患者的问题，

团队需要整合信息、资源、材料等，群策群力，尤其

需要科室主任的支持以形成较大团队去解决问

题，因此，在主诊医师负责制这种权力分散的组织

形式下，非正式领导对于服务质量的影响也会较

不明显．反之，在那些低任务依赖的环境下，医护

人员之间不必要存在频繁互动和资源共享去解决

实际医疗问题．这种情境下，如果非正式领导程度

高，更多的医护人员小团队之间可以由非正式领

导作为中介者产生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可以显著

地改善由于信息来源单一、交流不足而产生的医

患认知落差．也就是说，对于医疗改革的评价应该

考虑不同的任务依赖性，医疗改革对其服务质量

的改善对于任务依赖性较低的科室更加明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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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出假设:

H3( a) 任务依赖性调节非正式领导对于医

患认知落差的影响，任务依赖性越低，非正式领导

与医患认知落差的负向关系越明显．
同样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可以推论，任务

依赖性会调节非正式领导与过度组织信任的负向

关系．当任务依赖性高时，医护人员与科室主任之

间需要密切的交往和信息交互，非正式领导对于

降低过度组织信任的作用较难展现出来．换言之，

高依赖性下，非正式领导的圈子难于独立运作，仍

需要与科室主任紧密联系，较难削弱由此而来的

过度组织信任．而在低任务依赖性下，尤其是在医

疗改革推行的主诊医师负责制之下，较多的非正

式领导出现，易建立起多中心网络，不同小团体之

间分散但存在重叠，可以避免一群人锁在信息“壳

世界”中，增加对外界的感知，此时，非正式领导就可

以更大程度地影响团队信任．因此，提出假设:

H3( b) 任务依赖性调节非正式领导数量

对于组织信任的影响，任务依赖性越低，非正式领

导与过度组织信任的负向关系越明显．
1．5 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moderated

mediation)

综上，假设一认为非正式领导会负向影响医

患认知落差，假设二与假设三同时考虑过度组织

信任与任务依赖性对于医患认知落差的影响．在
上述理论假设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一阶段被调节

的中介作用( first-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 ，即在

非正式领导对医患认知落差的负向作用中，组织

信任对其具有中介效果，且该中介效果会在低任

务依赖性时更加显著．
医院的非正式领导构成一种不被正式授权、

去中心化的情境，相较于权力集中式( centralized)

的组织而言，这种情境下医护人员会对组织产生

较为适中的信任．尽管组织中的领导力因素( 非正

式领导) 也会影响服务传递与服务表现，但医护

人员对于组织的信任程度会更直接地影响医患认

知落差．同时考虑中介模型与调节模型，则可以推

论出，上述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会受到任务依赖

性调节作用的影响，即原有的中介效果会在低任

务依赖性的条件下更加显著．因而，提出假设:

H4 非正式领导数量对医患认知落差的影

响，在任务依赖性低的情况下，过度组织信任对其

中介效果会增强，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果．
综合上述四个假设，过度组织信任会使医护

人员易陷在医院内部的信息“壳世界”中，阻断其

接触更广泛的信息来源，从而加大了医患之间对

服务质量的认知落差．而非正式领导数量较多，则

横向联系增加，扩大了信息来源，可以适度降低过

度组织信任，从而减小医患的认知落差．工作依赖

性程度则能调节其间的效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情境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同时获得 B 市两

家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护人员与患者的资料，

以避免共同方法变异( common method variance)

的潜在偏误，更精准地衡量了医患认知落差．使用

社会网络分析和回归分析来进行假设检验．这两

所医院病床规模相当，医院甲主要采用传统的

“科主任负责制”，但是近年来逐步改为“主诊医

师负责制”; 而医院乙则完全采用“主诊医师负责

制”．两家医院都采取分科诊疗制度．为了准确比

较两家医院，主要选取了二者共有的典型科室．本
研究团队针对这些科室进行了 16 次调研，访谈了

科室主任，并在科室主任的协助下收集了医护人

员的问卷资料，按照医院科室自上而下层级，依次

从科室主任到所有医生均需回答．对于患者的资

料搜集，在一定的时间窗口下，类似于“出口民

调”的方式，在患者看完病后对其进行访谈，从而

避免随机抽样侵犯隐私、问卷回答率低、事后记忆

不清等问题影响患者对医院的评价．
本研究共发放 762 份问卷，其中医护人员

652 份，患者 110 份．最终回收医护人员 424 份

( 甲 239 份、乙 185 份) ，患者 110 份( 各 55 份) ，

有效问卷回收率超过 70%．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

医院中的医护人员，所以分析样本数为 424 份，患

者的问卷中只问了他们对数项医院服务的评价，

加总平均后，作为患者对医院的评价．医护人员被

要求从患者角度作类似评价，两者都是他们心目

中对整体医院的评价，以比较每一位医护人员对

医院服务的认知与此一平均患者认知的落差．医
患匹配后有 217 份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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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为负．与已有的服务质量文献得到的结果一

致［8］，由于本文主要探究医护人员对患者的较低

评价无法感知的原因，因此分析时仅保留正值

( 医护人员高于患者评价) ．
医护人员平均年龄为 36．09 岁，以女性居多( 75．

4%) ．最高学历中，大学以下占 25．9%，大学( 本科) 占

36．9%，硕士及以上占 36．8%．婚姻状况中，未婚占 28．
3%，已婚占 67．8%，离异和丧偶占 3．6%．

被调查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0．22 岁，女性占

54．5%．教育程度中，大学以下占 69．4%，大学( 本

科) 占 25．0%，研究生占 5．6%．
2．2 问卷设计与统计描述

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 本研究基于既有医

疗服务质量评价问卷［5，7－9，15，17－19］进行筛选和修

改，主要针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医护服务诊

疗流程”两个方面各四题来调查医护人员与患者

之间对医院整体的服务质量感知程度，对患者直

接询问其对于医院整体服务质量的感知，而对医

护人员则以其主观经验判断患者所感知到的本医

院的服务质量②．两者的题目皆采取 Likert 七点量

表，从非常不满意( 1) 到非常满意( 7) ．本研究利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探究患者及医护人员的服

务质量，最终以四题表征“医护人员服务态度”，

三题反映“医护服务诊疗流程”，且两个因子比起

单一因子有更佳的整体适配度．其中，患者评价的

服务质量的组合信度( Composite Ｒeliability，CＲ)

分别为 0．91、0．90，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rage Vari-
ance Extracted，AVE) 为 0．71、0．73，而医护人员评

价的服务质量的组合信度分别为 0．91、0．92，平均

变异抽取量为 0．71、0．73，显示双因子具有良好的

信度与效度．基于此，分别以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对

医院服务质量认知减去患者对医院整体服务质量的

平均认知，得到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
组织信任: 采用 Cummings 和 Bromiley［31］ 所

开发的组织信任量表( Organizational Trust Inven-

tory，OTI) ，共 9 个题项③，采取 Likert 七点量表，

从非常不同意( 1) 到非常同意( 7) ，CＲ = 0．95，AVE
= 0．70，显示具有好的信效度④．

任务 依 赖 性: 任 务 依 赖 性 采 取 Hackman ＆
Oldham［70］工作诊断调查问卷，以 Likert 七点量表

计分，共三题．第一题为工作自主性( autonomy) ，⑤

后两题为工作依赖性( dependency) 以及工作需要

与他人合作的程度以表征依赖性⑥．任务依赖性得

分越高，其工作任务内容越需要与其他同事合作．
经验证性因素分析，CＲ= 0．82，AVE = 0．70，具有好

的信效度．
非正式领导: 主要来自在医院各科室内的人

际互动，在测量上通常采取对偶关系的测量方法．
过去的研究多依赖提名法、排序法、正式领导评价

等方法［27，71］，然而，这些测量方法大多仅捕捉了

个别员工的领导能力，却缺乏社会网的非正式领

导概念．本文基于华人本土心理学中社会取向以

及关系取向的民族志研究［72，73］，采用了发展员工

职场 关 系 的 社 会 网 络 整 体 网 模 式 的 测 量 方

法［54，74，75］．根据整体网分析方法［76］，从医院的人

力资源部门获取每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名单并做成

整体网形式的量表以备勾选．主要调查医护人员

的“朋 友 网 ( friendship network ) ”以 及“咨 询 网

( advice network) ”来计算非正式领导数量．前者表

示情感连结( expressive tie) ，而后者为工具性连结

( instrumental tie) ⑦．填答者需要在每个题目至少勾

选三个人( 或以上) ，不在网络名单内则手动填写该

人员．最终形成各科室整体网后运用罗家德与博特

等人提出的圈子算法［56，77］来计算和识别部门主管圈

子外小团队中的非正式领导者，亦即，非正式领导的

数 量 是 在 科 室 主 任 之 外 该 科 室 形 成 组 件

( component，衡量小圈子的方式) 的数量，一个组件

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最高的人为该圈子的非正

式领导，大多为医生，然后统计每个科室的非正式领

导数量来代表其非正式领导力量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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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医师耐心倾听病情”．
例如:“我们部门鼓励大家开放坦白”、“关于自己日常工作上的决策，我们部门的意见会被采纳参考”．

服务质量( 两因素) 、组织信任、工作依赖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 χ2 /df= 6．71，CFI= 0．87; TLI= 0．85; ＲMSEA = 0．12; SＲMＲ = 0. 06，四

因素的适配性指针比起其他组合皆更好．
题为:“我认为我所参与的工作都能从头到尾自己处理．”
题目分别为:“我工作成果的好坏在很高程度上依赖我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我的工作内容本质上有很高程度上需要与别人互动．”
两者的范例题如:“在非上班时间内，您跟哪些人有社交活动( 如逛街、KTV、运动等) ”及“在工作上遭遇困难时，你会请教哪些同事?”．



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医院．同时控

制科室人数排除其对非正式领导数量可能产生的

影响．

3 研究发现

3．1 描述性统计

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医患

服务认知落差与非正式领导数量有显著负相关

r= －0．14 ( p＜0．05) ，与组织信任有显著相关r= 0．
45( p＜0．01) ．此外，组织信任与任务依赖性负相关

r= －0．14( p＜0．01) ．回归分析( 如表 2 所示) 中，控

制科室人数的条件下，非正式领导的数量可以显

著预测医患认知落差( M2 β = －0．17，p＜0. 05) ，其

中 Ｒ2改变量为 0．03( F = 6．18＊＊ ) ，显示当非正式

领导程度越高，医患认知落差就越低，假设 1 获得

证实．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 医院 1．46 0．50 —

2 性别 1．73 0．44 0．10* —

3 年龄 36．69 10．08 －0．61＊＊ －0．14＊＊ —

4 婚姻状况 1．77 0．53 －0．50＊＊ －0．03 0．56＊＊ —

5 教育程度 4．30 1．22 －0．16＊＊ －0．30＊＊ 0．04 0．11* —

6 部门人数 47．40 13．69 0．14＊＊ 0．09 －0．05 －0．14＊＊ －0．10* —

7 非正式领导数量 1．48 0．84 0．19＊＊ －0．05 0．16＊＊ 0．11* 0．05 0．11＊＊ —

8 工作依赖性 4．07 1．49 －0．09 0．00 －0．01 －0．02 －0．10 －0．03 －0．11* —

9 组织信任 5．42 1．15 0．02 0．01 0．00 －0．04 －0．03 0．07 －0．20＊＊ －0．14＊＊ —

10 医患认知落差 0．62 0．44 －0．31＊＊ －0．25＊＊ 0．13* 0．13 0．22＊＊ 0．02 －0．14* －0．01 0．45＊＊

注: 医院: 医院甲= 1，医院乙= 2; 性别: 男= 1，女= 2．

表 2 阶层式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Ｒesult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医患认知落差 组织信任 组织信任二次项 医患认知落差

模型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控制变量

性别 －0．14 －0．15* －0．13 0．01 0．01 0．02 0．38 －0．15* －0．14*

年龄 0．09 0．11 0．09 0．07 0．07 0．06 1．01 0．08 0．07

婚姻 0．06 0．07 0．07 －0．04 －0．03 －0．04 －0．58 0．10 0．11

教育程度 0．13 0．11 0．13 －0．02 －0．04 －0．02 －0．65 0．08 0．11

科室人数 0．02 0．00 0．00 0．03 0．02 0．01 0．08 0．01 0．02

自变量

非正式领导人数 －0．17* －0．10 －0．22＊＊＊ －0．20＊＊＊ －0．22＊＊＊ －3．71＊＊＊ －0．08 －0．04

调节变量

任务依赖性 －0．29 －0．37＊＊＊ －3．22＊＊＊ 0．00

非正式领导人数* 任务依赖 0．35* 0．24* 2．02* 0．11

中介变量

组织信任 －1．48＊＊＊ －1．54＊＊＊

组织信任二次项 1．90＊＊＊ 1．96＊＊＊

Adjusted Ｒ2 0．04 0．07 0．08 0．04 0．07 0．04 0．07 0．30 0．30

F 2．88* 3．49＊＊＊ 3．16＊＊＊ 3．70＊＊＊ 4．89＊＊＊ 3．53＊＊＊ 4．44＊＊＊ 11．53＊＊＊ 9．59＊＊＊

△ Ｒ2 0．07 0．03 0．02 0．047 0．038 0．05 0．03 0．23 0．01

△ F 2．88* 6．18* 2．00 18．86＊＊＊ 8．05＊＊＊ 18．68＊＊＊ 6．8＊＊＊ 32．27*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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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假设检定

3．2．1 主要效果与中介效果检定

阶层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控制了人

口学的控制变量后，非正式领导的人数可以显著负

向地影响组织信任( M4 β=－0．22，p＜0. 00) 以及组织

信任的二次项( M6 β=－0．22，p＜0．00) ．由于假设过度

组织信任与医患认知落差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本研究利用非线性的参数估计，分别探讨线性模型

( linear) 及二次曲线模型( quadratic) 的关系．结果如

图 2 及表 3 所示，发现在线性与二次曲线模式下，组

织信任都能够显著预测医患认知落差( F =37．20，p＜
0．00)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组织信任为 0．53( t =8．49，p
＜0. 00) ，组织信任二次项为 0．25( t=4. 05，p＜0. 00) ．但
二次曲线模型的整体解释变异量( Ｒ2 =0．252) 优于线

性模型( Ｒ2 = 0．198) ．根据阶层线性模式与非线性参

数估计的结果，过度组织信任会增加医患认知落差．

图 2 组织信任与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的非线性关系估计图

Fig．2 Nonlinear relationship esti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表 3 组织信任与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二次曲线模型估计值

Table 3 The quadratic model esti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变量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β Std． Error β

t

组织信任 0．26 0．03 0．53 8．49＊＊＊

组织信任二次项 0．09 0．02 0．25 4．05＊＊＊

( constant) 0．46 0．04 13．00＊＊＊

在中介模型 M8 当中，非正式领导的直接效

果不 显 著 ( β = － 0． 08 ) ，而 组 织 信 任 的 一 次 项

( β= －1．48，p＜0．00) 及二次项显著( β = 1. 90，p＜
0. 00) ．因此，组织信任可以减少服务质量的认

知落 差，但 过 度 的 组 织 信 任 反 而 会 增 大 认 知

落差．

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果，根据 Hayes［78］开发

的 SPSS PＲOCESS 插件进行 Bootstrap 检验，设置

随机抽样 5 000 次，置信区间定为 95%．由表 4 所

示，非正式领导的直接效果 c' 显著( β=－0．08，Boot
SE=0．03，95% Boot CI=［－0. 14，－0．02］，不包含 0) ，

间接效果 a×b组织信任( β = －0．26，Boot SE = 0．08，

95% Boot CI = ［－0．42，－0．10］，不包含 0) 以及

间接效果 a×b组织信任二次项( β = 0. 26，Boot SE= 0．08，

95% Boot CI = ［0. 10，0. 43］不包含 0 ) 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显著．因此，过度组织信任在非正

式领导以及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之间起到完全中

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4 组织信任中介效果的 Bootstrap 检验

Table 4 Bootstrap test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效果 β Boot SE
95%信赖区间

下界 上界

直接效果 c' －0．08 0．03 －0．14 －0．02

间接效果 a×b组织信任 －0．26 0．08 －0．42 －0．10

间接效果 a×b组织信任二次项 0．26 0．08 0．10 0．43

3．2．2 调节效果检定

假设三探讨任务依赖性与非正式领导对医患

认知落差及过度组织信任的调节效果．如表 2 中

的模型 M3、M5、M7 所示，任务依赖性与非正式领

导的交互作用项可显著预测医患认知落差( M3

β= 0．35，p＜0．05) 、组织信任( M5 β = 0．24，p＜0．
05) 、及 组 织 信 任 的 二 次 项 ( M7 β = 2． 02，p＜
0. 05) ，假设 3 获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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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进一步验证调节效果，同样使用了

PＲOCESS 进行 Bootstrap 检验．按照平均值增减一

个标准差，区分低、中、高任务依赖性．如表 5 所

示，在低任务依赖性时，非正式领导与任务依赖性

对医患认知落差的交互效果显著( β= －0．16，Boot

SE = 0．03，95% Boot CI = ［－0．22，－0．10］，不包

含 0) ．在低、中任务依赖性下，非正式领导与任务

依赖性对组织信任及组织信任二次项的交互效果

亦显著．而在任务依赖性高时，非正式领导与任务

依赖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表 5 任务依赖性调节效果的 Bootstrap 检验

Table 5 Bootstrap test on moderating effect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效果 β Boot SE
95%信赖区间

下界 上界

服务质量认知落差

低任务依赖 －0．16＊＊＊ 0．03 －0．22 －0．10

中任务依赖 －0．06 0．03 －0．13 0．01

高任务依赖 0．04 0．07 －0．09 0．18

组织信任

低任务依赖 －0．47＊＊＊ 0．06 －0．59 －0．36

中任务依赖 －0．30＊＊＊ 0．07 －0．43 －0．17

高任务依赖 －0．12 0．11 －0．35 10

组织信任二次项

低任务依赖 －4．86＊＊＊ 0．60 －6．04 －3．67

中任务依赖 －3．10＊＊＊ 0．67 －4．41 －1．79

高任务依赖 －1．34 1．17 －3．64 0．95

为了直观地表明调节作用，分别以均值正负

一个标准差绘制了调节效果图，如图 3、图 4 所示．

非正式领导的效果在低任务依赖性下，负向效果

最显著．这揭示了非正式领导在低任务依赖性下

可显著降低医患认知落差及过度组织信任．

图 3 任务依赖性在非正式领导与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之间的

调节效果图

Fig．3 Moderate role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leadership and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图 4 任务依赖性在非正式领导与过度组织信任之间的调节效果图

Fig．4 Moderate role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leadership and over-organization trust

3．2．3 调节式中介效果检验

假设 4 检验非正式领导、组织信任、任务依赖

性与 医 患 认 知 落 差 的 调 节 式 中 介 模 型． 以

PＲOCESS 3．2 的插件模式 8 来检验调节式中介模

型中 间 接 效 果 与 条 件 式 间 接 效 果 的 置 信 区

间［78，79］．研究结果发现医患认知落差通过过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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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信任的非线性效果( 二次项，Index = 0．18，Boot
SE= 0．07，95% Boot CI=［0．07，0．33］) 以及线性

效果( 一次项，Index= －0．13，Boot SE = 0．05，95%
Boot CI=［－0．26，－0．05］) 之调节式中介模型皆

不包含 0，效果显著．非正式领导对医患认知落差

的条件式直接与间接效果如表 6 所示，非正式领

导的直接效果并不显著，而非正式领导的间接效

果只有在低工作依赖性的条件下才达到显著( a×

b过度组织信任二次项 = －0. 45，Boot SE = 0．14，95% Boot
CI =［－0．77，－0．23］; a×b过度组织信任 = 0．35，Boot
SE= 0．13，95% Boot CI=［0．16，0．66］) ．任务依赖

性越低时，过度组织信任的中介效果越强，故假设

4 成立．同样以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为基础绘制

不同任务依赖性水平下，非正式领导与医患认知

落差间关系的差异．如图 5 所示，任务依赖性的水

平越低，非正式领导通过过度组织信任的中介作

用对医患认知落差的影响作用越强．

图 5 任务依赖性在非正式领导与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之间的

调节效果图

Fig．5 Moderate effcts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leadership and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表 6 非正式领导透过过度组织信任对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的条件式直接与间接效果的 Bootstrap 检验

Table 6 The Bootstrap test of the condition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informal leadership on the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rough over-organizational trust

效果 β Boot SE
95%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服务质量认知落差 直接效果

低任务依赖 －0．06 0．03 －0．12 0．00

中任务依赖 －0．03 0．03 －0．09 0．04

高任务依赖 0．01 0．06 －0．11 0．13

服务质量认知落差 间接效果( 组织信任)

低任务依赖 －0．45 0．14 －0．77 －0．23

中任务依赖 －0．17 0．11 －0．40 0．05

高任务依赖 0．11 0．17 －0．19 0．49

服务质量认知落差 间接效果( 组织信任二次项)

低任务依赖 0．35 0．13 0．16 0．66

中任务依赖 0．14 0．09 －0．03 0．35

高任务依赖 －0．07 0．13 －0．36 0．16

注: 表中数据为偏误校正信赖区间; 拔靴样本数= 5 000．

4 结束语

4．1 讨论与理论意义

本研究从社会网与组织信任的角度出发，探

讨非正式领导以及过度组织信任对于医患服务质

量认知落差的影响．
首先，从结果显示，非正式领导会降低过度组

织信任带来的医患认知落差．组织内部的非正式

领导越强，组织权力结构越分化，医护人员之间越

容易获得不同来源的信息，从而可以避免其产生

过高的组织信任，获得更客观的服务质量认知，降

低医患认知落差．本研究首次以网络结构视角探

究非正式领导对医患认知落差的积极作用，并得

到与已有研究相一致的结论［34，43］．
再者，研究发现过度组织信任与医患认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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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具有正向非线性关系，当组织信任到达一个临

界值时，过度的组织信任会导致医护服务人员对

患者的服务质量评定过于主观，从而造成服务质

量不足的可能性．这实证了 Gargiulo 和 Ertug［11］所

论及的过度信任的机制．但适度组织信任对于服

务型组织发展仍然重要，因此医院应该设法避免

过高的组织信任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以降低医患

认知落差．
最后，本研究发现任务依赖性会调节非正式

领导对组织信任与医患服务质量认知落差的效

果．由于任务依赖性各不相同的科室存在彼此相

异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当组织成员的任务依

赖性低时，过度组织信任对医患认知落差的中介

效果会增强，并且超过一定阈值后，其效果会更明

显．这个结果显示，在组织中任务依赖性低的岗位

上，非正式领导的作用及过度组织信任的效果更

加显著．任务依赖性作为一个情境因素增加了对

于过度组织信任的全面了解，给未来工作设计提

供了有效的参照方针，那么对于医疗改革的评价，

也应该在不同的情景下进行，本文的验证结果说

明，新医改倡导由“科主任负责制”转变为“主诊

医师负责制”的举措对于低任务依赖性的科室降

低医患认知落差的确有所助益，而对于一些任务

依赖性较高的科室，由于其任务难度大、科室合作

程度高的特点，医疗改革对其服务质量的改善并

不明显．也就是说，医疗改革的成果不能一概而

论，还应关注不同科室中客观存在的任务流程特

点和互动过程．
4．2 研究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医院的体制改革致使

其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基于医患认知落差而产生的医患矛盾，这为新医

改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定量数据支持．另外，

由于医院相对于患者拥有更多能动性，那么将组

织因素与患者感知相关联的机制探索，亦为实现

新医改“以患者为中心”的目标提供了更具操作

性的理论支撑．
第一，非正式领导数量负向影响医患认知落

差，反映在医院科室运行中，即不同于科主任负责

制下单一权力来源导致资源配置、人际关系和信

息获取几乎僵化，主诊医师负责制鼓励非正式领

导形成，以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令工作场景趋于

扁平化和弹性化，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更

有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患者需求，从而缓解了医

患矛盾．鼓励非正式领导形成，需要推进科室管理

分权化，如通过行政专业化路径抽离科主任行政

主导权．科主任掌握包括工作安排、绩效考核、职

称评定等在内的行政权力，会令科室成员过于关

注与其垂直关系而忽视成员之间的水平互动，难

以形成非正式领导．为此，应该尽快提升医院行政

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将科室行政事务收归行政专

业人员统一管理．当科主任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

抽身，更多回归业务骨干身份，与其他非正式领导

的权力边界会更加模糊．此时，科室重要职位施行

竞聘上岗才算实至名归，因为只有排除其中的行

政安排要素，非正式领导的影响力才能够真正发

挥积极作用．
第二，非正式领导对医患认知落差的影响作

用以组织信任为中介，这进一步可以被诠释为制

度改革的微观情境就是权力与信任关系的互相作

用，即，从科主任负责制到主诊医师负责制，权威

来源增多意味着过度组织信任减低，医护人员之

间横向互动和医生患者之间的人际信任增强，因

信息不对称或亲密关系缺失而导致的医患认知落

差得以缓解．然而，医患矛盾与过度组织信任存在

一定正相关性，还是频繁显现于尚处在改革进行

时的现实情境中，医护人员一方面囿于组织“壳

世界”忽视患者感受而引发医患矛盾，另一方面

又惧怕医患矛盾而加倍希求医院庇护．打破过度

组织信任与医患矛盾之间的恶性循环，需要在医

疗质量评估、个体绩效评价、医疗风险管理等各项

配套制度不断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基础上，更

多赋权给主诊医师及其团队，强调有序竞争、权责

对等、风险共担，以内部市场调节适当取代组织文

化约束，并允许和鼓励主诊医师以个人声望建立

医患互信关系，借此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服务传

递、降低医患矛盾．
第三，任务依赖性深化了对于非正式领导和

组织信任的理解，即，工作内容的属性影响着管理

分权化的实际效果．任务依赖性低的岗位如内科

容易催生非正式领导，其影响力也比较明显; 当

然，如果在这种合作必要性较低的任务场景中太

过强调责任而非权力、合作而非竞争、组织文化而

非工作绩效，则过度组织信任的危害也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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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任务依赖性如手术外科的运作，需要科室

主任的支持以形成团队协作，所以其层级式结

构与功能矛盾并不大，组织信任的正面作用却

很大．如果在这样的科室强行推进管理分权化，

会放大主诊医师负责制的局限性，即无法“集中

力量办大事”．总之，不同任务依赖性的科室应

该有不同的改革侧重点，而不是搞“一刀切”．低
任务依赖性环境如上文所述鼓励分权、竞争、绩

效; 高任务依赖性的岗位，资源调配权与医疗决

策权则应适度集中以完成重大医疗任务．此外，

由于从事高任务依赖性工作的医护人员尤其难

以突破组织“壳世界”，可以额外建立沟通部门

或加强医护人员的共情能力培养，以突破信息

和信任屏障．
4．3 研究限制与未来研究

目前，本研究仍有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服务质量的面向与种类繁多，为了避免

问卷填答者的认知负荷，本研究仅讨论“医护人

员服务态度”与“医护服务诊疗流程”两个方面的

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不过，目前所测量的八题基本

上比较好地反映了这两个衡量服务质量的核心构

念，尤其在施测可行性上，尽量保证重要的医疗服

务质量测量构念以及取得良好信效度等方面考量

之下，使用患者对服务态度和服务流程的评价，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量出患者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

认知．当然，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医患服务质量认

知量表更全面地探讨医患认知落差．
其次，本研究的服务质量认知落差仅利用全

体患者服务质量的平均数做平移计算，未根据不

同科室医患资料进行配对．本文主要探讨医疗改

革中组织结构变化对医患认知落差的影响，所以

问卷主要关注医生和患者对医院整体而非医生个

人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例如针对医生的问题为:

“是否认为本医院医师耐心倾听病情”，对于患者

则是“这家医院的‘服务态度’、‘医疗水平’等”，

因此在理论上具有一定解释力．在实际数据中，医

护人员自我评价感知平均值为 5. 52，标准差为

0. 97，而患者对于服务满意度的评价的平均值为

5．60，标准差为 0．21，患者满意度的标准差远低于

医护人员的自我评价感知的差异，所以减去患者

满意度的平均值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

医患认知落差．又由于患者对于服务满意度的感

知标准存在不同，直接计算对偶的医患服务质量

感知差异也会存在测量上的误差，因此采用平均

值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减小了由于患者对医疗服务

质量评价标准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当然，根据不

同科室、不同医护人员进行的对偶研究对于测量

医患认知落差仍然具有一定有效性，值得在后续

研究中施用，未来研究可在此一方面继续探索．
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出现，萌生了更多网

络化组织、生态型理念［80］，也会为医疗改革带来

新的挑战和机遇，未来还需要在此方面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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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formal leadership affect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A moderated media-
tion model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and over-organizational trust

LUO Jar-der1，ZHANG Ya-juan2* ，GAO Xin1，GUO Meng-lun3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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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between medical frontline employees and patients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medical system reform and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ture，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formal leadership on the cognitive gap be-
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service quality perception，and reveals the mechanisms of the mediator-excessive
organizational trust，and the moderator-task depe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xi． A whole network anal-
ysis of surveys conducted in two hospitals confirms the proposed model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new medical reform． This study suggests a more decentralized leadership in hospital management
so as to increa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cal frontline employees and patients，and thus reducing the cog-
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Furthermore，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network structure and
job design in hospitals．
Key words: organization theory; informal leadership;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gnitive gap of service

quality; med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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