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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十九大报告号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把关注老年群体提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随着生育意愿下降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任何一个国家

无法避免的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必然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

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一些。为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完善老年社会保障

体系，积极探索和实践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虽然美、日、德等发达

国家的养老意愿和我国有所差异，但积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特性都有相似性。

本文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经验，得出发达国家时间银行发展特点，结合

我国国情与时间银行发展现状，指出我国时间银行发展困境，并给出相关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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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alls for an active respons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takings and industries for the elderly and raising our con-
cern for the elderly to a new height. With the change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caused by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tention, population aging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un-
avoidable problem for any country. It is also a long-term strategic task for the country to deal with 
population aging actively. Compared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enter the 
aging society earlier.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economic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lso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elderly, actively explor-
ing and practic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time bank” mutual care mode. Al-
though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nsion willingnes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Japan, and Germany and our country, there are similar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nsion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itive population aging.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bank” in de-
veloped count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bank in the developed coun-
tries are pointed out; based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bank,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tual pension 
pattern of the “time bank”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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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部分公众对老龄化带来的衰减和退化持有消极的看法，但老龄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变化现象，

会随着历史环境、社会转型而建构出不同的内涵。世界各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经济发展困境，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老龄化”，并以此为核心在全球范围内开

始了积极老龄化探索。2000 年以后，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且速度加快，“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提出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把“人口”凸显出来，是

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创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重视国

家养老事业的发展，围绕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及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在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框架下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产业和事业的发展。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框架下，互助养老是作为一种应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对策，得到了广泛

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互助养老既可以发挥老人的人口红利，缓解养老资源短缺的问题，

又可以有效地应对家庭养老功能退化的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养老模式。“时间银行”作为初步探索

利用时间价值开展互助的一种新颖视角，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时间的存取与兑换充分发挥老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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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再利用，对于解决我国庞大的养老需求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 相关概念与文献回顾 

(一) 文献综述 
1) 互助养老文献综述 
互助养老是应对家庭养老功能不断衰弱和社会养老供给不足的重要举措。李俏等[1] (2022)提出了农

村具有“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熟人社会”和“乡政村治”的组织基础以及“自主养老”未雨绸缪

的思想基础。各地推进互助养老的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各种模式，如宋学红[2] (2022)西部地区

的“扶贫 + 互助养老模式”、蒋国河[3] (2022)江西的“党建 + 互助养老模式”和陆海燕[4] (2021)江苏

等地的“时间银行”模式，降低了养老成本，提高了老年人福祉，展现了互助养老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

但互助养老发展中，也日渐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罗浩[5] (2022)提出农村空心化、村级干部治理权威弱化、

社会组织发育倒退等客观现实问题。朱火云[6] (2022)认为在当前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下，乡镇等基层政府

在农村互助养老的授权、设计和评估等过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多主体参与空间的压缩和被边缘化

削弱了治理主体创新动力，限制了基层内生治理能力。李俏(2018)提出互助养老物权归属法律界定较模糊，

在实际运行中面临土地占用、房屋性质归属不明确、权责划分不清等问题。 
2) 时间银行文献综述 
周凌云[7] (2022)探究采取“村民志愿者互助 + 时间银行”模式来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问题，

希望大力促进“时间银行”在农村的发展。张威超[8] (2019)探讨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三大优

势、四大阻碍以及四大优化路径，对这种老模式进行了综合性分析，积极为我国养老事业探索一条新的

道路。陈际华[9] (2020)从积极老龄化理论视角研究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发展困境及对策，主张

加大对志愿养老服务的宣传推广，增加老年人志愿养老服务参与路径，认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可以发掘老年人自身潜能。目前国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管理及运行尚未成熟，杨华磊[10] (2020)
认为我国时间银行的突出问题是缺少相应政策的引导、没有建构相应的制度规则、组织管理制度建设较

为滞后。祁峰、高策[11] (2022)认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面临政府顶层设计不足的问题体系，仍存在较

多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互助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探索新的模式与解决现有困境上，时间银行作为互

助养老的一种新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能发挥老年人价值余热，

放大老人资源红利，是减轻老龄化危机的重要举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响应国家号召的深入

探究时间银行的发展，探索时间银行突破困难之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 概念界定 
1) 互助养老概念 
张彩华[12] (2022)通过探索美国“村庄”模式，认为互助养老，即是基于通过整合社区及周边各类正

式及非正式资源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以达成“使老年人尽可能长久地在自己家中养老”的养老模式。学者

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的产生是一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交换行为，以“回报”作为预期的经济性是其本

质。因此，互助养老就是指在一定的地缘关系范围内，互助组成员间通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实现成

员间在“衣、食、住、行、用，医、康、养、卫、护”等方面的互相帮助，相互供养。徐光志[13] (2008)
认为：“所谓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保障是指农村老年人口中年龄较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对高龄

老人或者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进行照顾、帮助等”。 
综上所述，互助养老就是以村落或社区为地缘关系，充分调动富余的老年劳动力资源帮助提升高龄

或健康较差老人的基本生活质量，老年人之间互相帮助实现生活自理而形成的一种准社会化的老人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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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2) 时间银行概念 
“时间银行”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教授于 1980 年提出。

杨子毅[14] (2019)从志愿服务角度出发，认为“时间银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时间银行”

是指各年龄阶段的人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积累服务时数，待自己需要别人提供服务时，可享受同等时

数的免费服务；狭义的“时间银行”则指低龄老人志愿者参与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的活动，积累服务时

数，待自己需要别人提供服务时，享受同等时数的免费服务。李向阳[15] (2020)立足社区，认为“时间银

行”是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低龄老人为志愿主体，通过低龄老人以及社区其他年龄段志愿者，以时间

为计量单位，为社区高龄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并为自己今后养老储备资

源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 
综上所述，“时间银行”是通过招募低龄老人担任志愿者，将其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存进银行”，

等到自己高龄需要别人帮助时可以用存下的时间来兑换相应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 

3. 国外典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运作分析 

(一) 国外典型国家时间银行运行模式 
1) 日本“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16] 
日本的老龄化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严重的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到现

在情况更是严峻。为了应对这一难题，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养老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建立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日本的“时间银行”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自愿义工网络(简称 VLN)和日

本积极生活俱乐部(简称 NALC)。1973 年，日本的旭子水岛成立了 VLN，它是世界上“时间银行”的雏

形。人们为了生活而进行的物物交换的组织，由此而衍生出通过时间的交换来帮助弱者。NALC 以自助、

互助、自愿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上的互惠互助。日本的“时间银行”中，有专门负责的

管理人员，采用一级对应一级方式进行管理，且存在三类主体，分别是管理员、专职工作人员以及照护

员，三类主体各得其所。而且日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入“时间银行”运作中，通过科学合理的竞争机

制来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志愿者通过服务他人获得相应的积分回报，该积分不仅可以自己使用，还可以

由其家庭成员使用。日本的时间银行侧重于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注重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

活方式的多样化。日本的“时间银行”由于发展较早，目前已在积分管理、组织结构以及社会活动等方

面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时间银行”运行机制。 
2) 美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美国是福利国家，在养老服务建设上，美国有着丰富实践经验。“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模式最

先在美国兴起的，以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为依据，由埃德加·卡恩创办，他认为老年人不应受到社会的歧

视，而应被视为资产。美国第一家“时间银行”成立 1990 年，主要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医疗照护为

特色。美国“时间银行”主要有两个：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与长老计划[17]。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主要是

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或独居老人提供日常服务，服务项目较为单一。长老计划主要理念是“培养健

康生活方式，拥抱幸福晚年生活”，参与者能从中获得归属感以及新知识、新技能带来的满足感，是极

具美国特色的时间银行。美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主要以医疗照护为核心业务，以低龄的退休老

人服务高龄老人提供服务为主要方式，通过服务获取相应的时间积分，储存在自己的“时间银行”账户

中。储存在“时间银行”账户中的时间积分，可供自己和家属使用。并且美国就还成立了积分交易商店，

进行费用减免和折扣的商业服务。美国也要求所有参与到“时间银行”中的志愿者，都必须接受上岗前

培训，且必须参加满 6 个小时的养老服务技能培训。美国的“时间银行”起步早、发展迅速，并且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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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基本实现了“老有所用，老有所乐”，很具有学习借鉴意义。 
3) 英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英国很注重社会养老中社区的作用，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加以维护和执行。1999 年，斯通豪斯

是英国第一家“时间银行”[18]，早期的“时间银行”主要服务对象是面向老人和残障人士。随着“时间

银行”不断发展，社区服务的项目也变得更加多样，尤其是在互助养老上。2000 年，莱西格林“时间银

行”成立，遭遇抑郁、悲伤的人或外族难民会通过加入“时间银行”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英国的“时间

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也以是医疗互助服务为主要业务。除此以外，英国的“时间银行”还是一种能够克

服社会排斥和促进邻里交往的工具。他们关注社区中人际交往能力差且感到孤独的人群，并建立了一个

交流平台让在社交方面存在障碍的人群进行交流，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发现自己的价值，提升自我的认

同感。在英国，时间货币或时间积分是重要补充货币，它们也被当作评价一个公民的信用及邻里忠诚度

的重要依据。英国的“时间银行”同样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升志愿者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英国的“时

间银行”在政府的鼓励与引导下发展较为迅速。比如，2000 年，英国政府认定“时间银行”不需交税。

政府领导人也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许多地方还把加入“时间银行”作为中学生社会实践的一门课

程，使“时间银行”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为英国“时间银行”模式的实践奠定了法制基础。 
4) 德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德国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需要建立大量养老服务体系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

务，但是德国很明显缺乏从事养老服务的人群，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德国迫切需要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养

老新模式。为此，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时间银行”的发展。比如倡导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尽量利

用空闲时间到老年公寓等养老机构去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服务。这个政策使得德国的“时间银行”受

众面很广，只要年满十八岁或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均可在参加护理老年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即满足了德国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大量服务人员需求，又可以让公众提前参与积累自己时间积分以供老年使

用。并且将服务时数记录在义务网络管理系统里，以换取日后自己需要的服务。具体而言，志愿者提供

服务的报酬可以以时间形式储存，该志愿服务以档案的形式予以记录或者存储在时间卡里。这些储存的

时间可以留待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使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模式在德国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广泛的发

展，逐渐推广到各个地区。 
(二) 国外典型国家时间银行实践总结 
1) 法制化管理 
“时间银行”的运作方式采用的是劳动成果代际接力，这种代际接力方式，若缺乏相关法规和规章

制度的保障，很容易引发参与者的质疑和顾虑，造成参与意愿低下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出台相关的“时

间银行”法规和规章制度，通过政府强大的威信力来减轻参与者的顾虑和担忧[19]。国外大部分国家已经

将发展“时间银行”等相关内容纳入了法规进程，由国家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规予以保障。比如在日本，

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机制，采用一级对应一级方式进行管理，并设立三类主体，分别是管理员、

专职工作人员以及照护员，每一个主体都有规定的职责范围，确保时间银行科学管理。如德国制定政策

鼓励年满 18 周岁的人群参与到互助养老中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引导和保障时间银行的运行。

国家层面出台规范文件，是规范“时间银行”机制下的互助养老模式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也是法制科

学管理的基本。 
2) 志愿团队建设专业 
很多数国家都面临老龄化困境，互助养老队伍的建设是完成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志愿

者提供服务之前的培训也成为提高志愿者服务能力、水平与服务安全的重要举措。很多国家无一例外都

非常重视对提供养老帮助服务的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如美国规定志愿者提供服务之前必须参加 6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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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培训，日本“时间银行”中还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人员配置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这都为“时间银

行”机制下的互助养老模式提供了人员保障[20]。可以说，志愿服务体现了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是实现

互助养老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所以志愿团队的专业性是各国“时间银行”发展迅速的关键。

因此，美、日、德等国在推动和发展互助养老时特别重视志愿者队伍的建设。 
3) 时间货币兑换合理便利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合理便利的时间积分兑换机制，每一个参加“时间银行”项的志愿者都会

在银行办理一张专用的“时间银行卡”。时间的“储存”和“兑换”都可以通过刷卡实现。每一位志愿

者服务时间的“储存”和“兑换”情况，都在“时间银行”管理系统中得到详细记录，方便管理和查询

[21]。比如在美国，低龄的健康老人通过提供服务，可以获取相应的时间积分并储存在自己的“时间银行”

账户中。储存在“时间银行”账户中的时间积分，可供自己和亲属进行服务兑换，时间货币的合理便利

兑换使得“时间银行”的规范化运作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合理的、科学的、公平的、规范的兑换方式，

会提升参与者对“时间银行”好感度。因此，众多西方国家不仅出台时间货币标准化计量兑换方式细则，

还充分考虑不同服务类型的劳动强度，做到计量精确、兑换合理。时间货币兑换合理便利有助于提高志

愿者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志愿者服务效率。 
4) 服务内容多样 
各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实践过程中不仅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存压力，为老年人提

供日常的生活照料，还为老年人提供了精神慰藉。因此，这种“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下的养老服务加强

了社会成员间的联系，也促进了社会和谐[22]。西方国家在建构“时间银行”服务项目时，首先会通过调

查数据认真分析老年人的真实的服务需求以及志愿者服务质量，然后再以老年人的年龄层次、志愿者的

服务质量、服务的项目等多个方面进行服务设计。目前国外“时间银行”提供的社会养老服务项目主要

为家政保洁类、家政洗涤类、维修类等几类，服务种类基本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要，而且也在志愿

者能力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德国将年龄限制进行拓宽之外，鼓励更多具有不同社会背景与年龄的主体

参与到“时间银行”机制中来，以此来获取更多样的服务种类。德国“时间银行”参与主体的年龄与背

景的多元化，也可以尽可能满足需要服务的老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4. 国内时间银行探索与运作框架 

(一) 国内时间银行探索 
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在外国学习之后引进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积极探索我们也

取得了相应实践成果。1998 年，上海虹口区的晋阳居委推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23]，是我国最

早推行时间储蓄型养老服务的城市，并且通过制定了相关的措施、方法及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

后，重庆、浙江、陕西、等各省也开始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争先在社区内开展以老年

人为服务对象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活动。2013 年，武汉市的第一家“时间银行”宣告成立，在武汉

市百步亭和宗关街发展社区正式实施。志愿者来自武汉市的大学生们和健康年轻的老年人，以提供基础

性的日常服务以及娱乐活动为主。2018 年和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并争取在试点基础上获得突破，建立能够全国推广的运行模式。2019 年南京

市出台了《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系统正式上线[24]，成为全国首个在全

市层面统一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城市。 
(二) 国内时间银行的运作框架 
1) 时间账户 
时间账户[25]是用来记录、存储、支付志愿者劳动而建立的账户。时间账户除了具有开户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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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基本信息外，还有被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时长等独有信息。参与“时间银行”的志愿者的时间

账户可以各种时间交易获取服务，同时还可以实现时间账户之间的支付或转账，而且时间账户也可以作

为发布或接受服务需求的渠道，这样一来时间账户即可以为用户生活带来帮助和便利的，还可以创造更

多的价值。由于时间账户关系重大，必须以公平、科学、合理的评分机制进行服务时间存储与支取，并

建立用户电子档案，对所有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服务信息统一管理。 
2) 时间存单 
时间存单是一种信息凭证，记录志愿者服务与接受服务的用户的信息，从事服务的日期、内容、时

长和服务对象都在存单上体现出来，准确记录“时间银行”互助服务的各项信息。每当志愿者提供服务

后，“时间银行”就会根据服务质量和时长及时更新时间积分，并在时间存单上进行说明记录，并以此

为依据供以后存取时间积分。时间存单既是“时间银行”对志愿者劳动的权威认定，也是证明志愿者提

供服务的有效证明。因此，时间存单是志愿者存时取时的合法保障。此外，“时间银行”还会根据时间

储蓄的时长和数额，定期向时间账户发放存时利息。 
3) 存时取时 
时间银行最重要的服务在于存时取时，当志愿者提供完服务后，“时间银行”会及时将志愿者获取

的服务时间存在时间账户里；当拥有时间账户的志愿者需要兑换时，可在自己积累的储蓄时长里支取相

应的服务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存时取时的“时”代表的是该单位时间内个人创造的劳动成果或价

值，具体以时间形式量化。在时间银行里，时间是唯一被认可的货币，可以按照需求自由存储和支取，

体现了劳务或货币的延期支付。即“时间银行”用户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创造价值获取时间，当自己

需要帮助时便可取出时间，接受其他成员为其提供的所需服务，从而保障每个人公平地享有劳动回报。 

5. 国内时间银行发展难点 

(一) 缺乏信任和认同 
我国“时间银行”缺乏统一的管理，统筹、权威的顶层设计也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而且组织形式各

不相同，致使公民信任度不高。“时间银行”是通过劳动成果代际接力，它延期支付方式是信用产品的

性质，这极具特色的优势也为其在推广和发展上制造了一大难题。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将导致

志愿者对其运行产生强烈怀疑，信任度下降，缺乏认同感。比如在实地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大部分参加

“时间银行”老人都担心一件事，就是现在通过服务储存的时间积分，如果因为“时间银行”自身运作

失败，那么他们就要面临未来无法利用时间积分兑换自己需要的服务。 
(二) 兑换机制不完善 
目前，通过相关工作人员反应，很多时间银行缺少统一规范的管理和高效便利信息化平台，许多试

点城市的服务记录还是手工录入，对“时间银行”服务时长的合理登记存在困难。而且“时间银行”互

助养老存在不稳定性，服务兑换目前没有统一标准，志愿者为了防止日后出现问题大部分普遍选择即时

兑换的，这不利于“时间银行”的长期发展。同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在社区里开展养老服务

项目，现如今人口频繁流动，“时间银行”运行方式就表现出了地域流动的局限性。比如“时间银行”

的志愿者因为某种原因异地搬迁，那么他们就将面临“时间货币”无法异地进行存储和支取的困难。现

在我国社区之间都无法实现通存、通兑。在自己的居住地进行存取已经很困难，当志愿者老人选择异地

养老时，异地存取更是遥不可及。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志愿服务者的积极性，影响了“时间银行”互助养

老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 服务时间缺乏计算标准 
“时间货币”的储存和支取之间存在如何合理地进行计量问题[26]。“时间银行”提供的时多层次的，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2019


钟方敏 
 

 

DOI: 10.12677/ar.2023.102019 159 老龄化研究 
 

基础性的养老服务有日常照料、打扫卫生等非专业的项目；高层次的养老服务有心理辅导、临终关怀、

法律维权等高级项目。不同服务对志愿者的专业知识和劳动强度要求不一样，那么创造的劳动价值也就

不一样，这就涉及服务时间的换算标准。目前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项目没有统一时间折合标

准，计量方式还处于简单粗放阶段，无法做到精细化管理。服务项目的技术含量高低、劳动强度的大小

及服务质量的优劣等等，都没有统一的换算标准和评估标准。这将导致后期的服务评估难以开展，服务

质量得不到保障，志愿者的权益也得不到公平的保障，甚至会产生劳动强度大的服务有需求但没有供给，

而劳动强度小的服务供大于求等现象。 
(四) 服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深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老年人增加，各种突发事情的发生

频率骤增，养老服务需要更多具备专业技能、年轻的服务人员加入。事实上，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

老模式的服务队伍现的专业水平很难满足高龄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服务人员缺乏专业化的培训、国家层

面也缺少的专业的监督机制都是引发了缺乏规范化的养老服务团队难题的主要原因[27]。同时，“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模式大部分都是“银龄互助”的方式，也就是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其缺乏专业老

年护理知识与技能，从事的服务只能是清洁、看护、送餐等简单工作，服务内容提供的有限性，根本不

能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且专业护理相比日常生活照料需求更为迫切。从这里就可以发

现，专业化服务供给明显不足与志愿者队伍专业性不强是制约这一养老模式发展的瓶颈，故提高养老服

务队伍的质量是“时间银行”稳妥推进的关键因素。 

6. 国内时间银行发展建议 

(一) 完善相关制度，加强信任机制建设 
“时间银行”采用劳动成果代际接力的方式[28]，这一特殊方式需要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加以保障，

增强参与者的信任度，尤其取得低龄老人认同感。因此，制定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制度，通过强大的公信

力来减轻志愿者的猜忌与怀疑。为保障“时间银行”在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中的合法性，政府应从建立相

关制度入手，确立“时间银行”运营中管理者的职责、储户的权力和义务、时间货币的储蓄、兑换、转

赠和继承的规范与标准。社区作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需要政府出台相关制度明确社区

的管理权限，包括“时间银行”的管理人员组成、运作规章制度、服务范围和责任主体的划分，规范社

区在“时间银行”运营中的管理范畴，保证“时间银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 融入信息技术，便捷兑换方式 
为了推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必须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存取兑换制度。

借鉴发达国家“时间银行”信息化管理的经验，组织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和

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将参与者的相关信息记录在案，在支付宝、微信等小程序开发“时间银

行”的线上平台，参与者可以线上会员注册、发布服务需求、记录服务项目和服务时间、储存的“时间

货币”[29]。同时，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电子设备的，可以把“时间银行”的数据与医社保卡联动，

方便老年人查询和兑换，社区服务中心则可以作为这部分老人代为发布服务需求和寻找提供服务的平台。

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在各地试点不断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时间银行”信息互通互联的实现。

可以先从社区级“时间银行”开始，逐步到市级、省级，使储蓄在银行里的实际在全国范围内具备通行，

实现时间与货币一样在全国各地“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 
(三) 制订科学合理的服务时间标准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不同于一般的志愿服务，是一种有偿为主要特征的志愿服务。这就要求

对志愿者的服务项目进行标准化管理。但目前运行的“时间银行”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时间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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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量较为粗放，力求简单易行，但要想实现“时间银行”的全国普及还是必须通过“时间货币”的规

范、精确计量来实现“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计量标准应该遵循合理、科学、公平、规范的理

念，这样才能获得参与者理解和接受。首先要明确界定“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中的服务范围与现有

的家政服务、保姆服务、医疗机构护工等这些有偿服务的计量标准。其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

服务项目计量标准所对应的兑换标准也应该明确界定，这样才能确保参与者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 
(四) 开展岗前培训，提升专业化程度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倡导养老服务人人参与的理念，使得参与养老服务的门槛低导致志愿者

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对志愿者进行相关培训至关重要。可以针对该养老模式成立专门的志愿者培

训中心，并采取外包的形式将该中心交由专业化的养老服务类组织进行运营，由其为志愿者提供专业化

的培训以及开展相应的考核，只有达到考核标准的才能参与“时间银行”服务供给，从而逐步提升志愿

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还可以借助专业的医护团队和人才针对急救类、专业护理类和

心理咨询类等服务对志愿者进行定期培训[30]，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扩大普通志愿者的服务范

围，不再局限于满足老年人一般的照护需求，还可能针对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更为专业的照护服务。 

7. 结论 

1999 年底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国民的老年生活就成为了重要的民生问题。随着近几年老年人口比

率快速上升，养老服务需求更为凸显。“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一种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达到社区互

助的一种新兴的低成本互助养老模式，通过低龄老人的时间资源共享，构建出一个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的养老保障体系。为了我国“时间银行”高质量发展，文章通过分析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时间银

行”运行特点，总结发达国家“时间银行”在管理、志愿团队、服务内容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以此为

依据，与我国“时间银行”发展困境进行对照，得出我国应该从制度、信息技术、专业化服务等方面进

行本土化重点改进。 
在未来，养老服务需求会进一步加深，“时间银行”的应用也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国家应借鉴国

外“时间银行”的成功经验，尽快完善我国“时间银行”的运行与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学者们的研究

应致力于服务的内容的拓展，关注“时间银行”与其他互助养老模式的合作，通过创新“时间银行”服

务满足老年人高质量养老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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