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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体系的发展，医联体模式逐渐成为医疗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式。在医联体中，双渠道转诊机制能够提高医

疗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转诊定价问题一直是影响双渠道转诊机制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

背景

基于公平偏好的转诊定价研究有助于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医联体模式的

可持续发展。

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3. 提出基于公平偏好的双渠道下

转诊定价策略，为医联体实践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探讨不同公平偏好下，患者和

医疗机构的行为特征及决策变化。

1. 分析公平偏好对医联体中双渠

道下转诊定价的影响。

问题：如何在考虑公平偏好的基

础上，制定合理的双渠道下转诊

定价策略，以实现医疗资源的有

效配置和患者的合理分流。

目标

研究问题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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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偏好定义
公平偏好是指个体在决策时，会考虑到公平、公正的原则，并试图达到公平的

状态。

公平偏好分类
公平偏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果公平偏好，另一类是过程公平偏好。结果

公平偏好关注结果的公平性，而过程公平偏好关注决策过程的公平性。

公平偏好的定义与分类



降低冲突和矛盾
考虑公平偏好可以减少不同利益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有利于达成
共识和合作。

增强社会责任感
考虑公平偏好可以增强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做决策时不仅仅
考虑自身利益，还会考虑社会公共利益。

提高决策质量
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公平偏好，可以促使个体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
从而做出更优的决策。

公平偏好对决策的影响



在医联体中，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资源差异。考虑公平偏
好可以促使资源向弱势医疗机构倾斜，实现资源的合理分
配。

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在医联体中，各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可能存在差异。考虑
公平偏好可以促使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患者的
需求。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在医联体中，各医疗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合作。考虑公平偏
好可以增强各医疗机构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促进医联
体的整体发展。

加强医联体内部合作

公平偏好在医联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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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通过互联网平台预约挂号，

线上医生初步诊断后，将患者转

诊至线下医疗机构。

线上转诊

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经医生诊

断后，将患者转诊至其他医疗机

构或上级医疗机构。

线下转诊

双渠道下转诊的机制与模式



医疗资源分布

医疗资源的分布情况影响患者的就诊选择和转诊渠道。

医疗水平

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疗水平差异影响患者的转诊决策。

患者需求

患者的病情、经济状况和就诊习惯等因素影响患者的
转诊选择。

双渠道下转诊的影响因素



价格歧视策略

针对不同渠道和不同需求的患者

制定不同的价格，以实现利润最

大化。

捆绑销售策略

将线上和线下服务捆绑在一起，

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患者，增加

患者的就诊意愿。

质量差异化策略

根据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满足不同患

者的需求。

双渠道下转诊的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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