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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的社会常态，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的出现为养老服务的发

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渐趋走向社区常态化。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南宁市X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

服务站，了解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存在着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的主动性

不高、“时间货币”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的计量标准、“时间货币”无法实现跨区域通存通兑以及“时间

银行”志愿服务供给层次总体较低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建议从加强“时间银行”的宣传力度、完善“时

间银行”的运行机制、构建“时间银行”服务网络和信息系统以及开展“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的专业化

培训等多角度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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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ng has becom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ocial normal,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ime Bank” 
mutual voluntary service mode for the elderly has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elderly service, gradually toward community normalization. Through the field in-
vestigation of the “Time Bank” mutual pension volunteer service station in X Community of 
Nanning City, this paper learned that the “Time Bank” mutual pension volunteer service mode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initiative of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voluntary ser-
vice of “Time Bank”, the lack of scientific standar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ime Money”, the 
inability to realize cross-regional deposit and withdrawal of “Time Money” and the low level of 
supply of “Time Bank” voluntary servic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ime Bank”, by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ime Bank”, constructing the service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Time Bank” and carrying out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Time 
Bank” volunte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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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 [1]。同时，来自人社部的数据表示，2021 年我国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全年支出 60,197 亿元[2]，较上年增加 5541 亿元，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风险持续增加。当

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压力日益严峻，作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国情，如何探索

有效的途径破解“银发危机”成为我国无法逃避的一大现实问题。 
我国传统主流养老模式可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类。随着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社会养老资源匮乏以及机构养老资源不足等问题的出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

矛盾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该运用何种方式破解如今的养老困局是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的难题。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即“把老

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

[3]。由此可见，倡导互助养老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带来的社会养老服务不足的

问题，使其成为养老的一种有效补充形式。互助养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社会潜在的养老资源，利用

不同年龄段志愿者的空余时间进行互帮互助，从而更好地助推养老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在实践中探

索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互助养老模式，其中“时间银行”以其独特的理念和运作方式而备受青睐。“时

间银行”将志愿服务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现已广泛应用于社区实践，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

要举措。从我国多地开展“时间银行”的成效上看，一方面，该模式充分挖掘出潜在的社会养老资源，

缓解社会养老压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它也在志愿服务与社区

治理之间搭建了一座双向沟通的桥梁，既推动了社区志愿工作的发展，又提高了社区的服务水平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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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有鉴于此，研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的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措施，完

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同时有益于推广志愿服务理念，助力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 

2. “时间银行”的起源及其本土化的历程 

“时间银行”，英文为“Time Bank”，亦称“时间储蓄(Time Saving)”。“时间银行”最早的雏形诞

生于 1973 年水岛照子(Teruko Mizushima)创办的志愿劳动银行(Volunteer Labor Bank)。当时的日本和世界正

遭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水岛照子看到了时间与金钱的不同，她认为时间不仅是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的资源而

且还不受通货膨胀影响，于是她主张通过正确地管理时间来进行社会治理，甚至预测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

可能会出现此类用作复兴地方经济的社区货币。由于人们无法确定未来所拥有的储蓄额以及拥有金钱未必

能找到愿意或有能力提供服务的人，水岛照子坚信自己设想的时间转化货币这一模式便可弥补这些不足。

除此之外，水岛照子还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友谊和人际关系，增加社区的交流，创造一个更加关怀的

社会，这也为之后西方各国建立“时间银行”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尽管如此，“时间银行”的概念却是

由美国的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博士在 1980 年正式提出，他发起了“时间银行”运动并进行了系统

的理论论述。卡恩设计了一个“时间银行”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按小时记录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或服务

时间。他还系统地提出了“时间银行”的五大核心价值。此后，“时间银行”在全球被推广开来，我国很

多城市也陆续开展了有关“时间银行”的实践探索，被广泛应用于养老领域、志愿服务、社区建设之中。 
我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尝试“时间银行”。1998 年，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晋阳居委会创办“时

间储存式为老服务”，旨在组织低龄健康老年人向高龄或身体抱恙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并将服务时间予以

记录储存，等到服务者也需要服务之时，可从中支取同等数额的服务时间[4]。它标志着“时间银行”开启

了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历程，也是我国“时间银行”制度化发展的开端，这一探索“曾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多个兄弟省市上门取经，相关部门曾一度酝酿在全市推广”[5]。与提篮桥街道“时间银行”运营

的同一时段，山西省太原市于 1998 年底成立了宗旨是促进为老服务的“时间银行”，目的是为了推动已退

休的低龄老人加入到帮助其他老人的服务队伍里，从而更好地利用太原市的老年人力资源。这一实践中值

得关注的一点在于太原市当时还推出了一项规定，即“85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可在无志愿服务存储的前提

下获得一定数量的无偿服务”，这是我国对于“时间银行”地方化创新尝试的第一步[6]。此后，1999 年广

州寿星大厦住宅区、北京朝阳区松榆里小区，2001 年哈尔滨市南岗区和江苏省鼓楼区，2004 年北京市丰台

区大红门街道以及 2005 年南京市兆园社区等纷纷推行了“时间银行”，并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推出了例如

“结对互助”、发放“时间银行专属储蓄卡”等新举措。随后，“时间银行”的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全

国各地兴起一股开办“时间银行”的浪潮，无论是东部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地区的许多省市都开展了相

关试点的工作，其中不少“时间银行”至今仍在运作，多地甚至出台了有关“时间银行”的政策条例和制

度规范。在此期间，我国“时间银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南沙时间银行”、

借助唯创集团旗下的全国最大的居家养老公司——幸福九号电子商务公司此类第三方组织设立的上海“时

间银行”等[7]，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在“时间银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

前，我国“时间银行”的模式可以依据提供资金及管理运营的主体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以政府为主导的

“时间银行”、以为企业主导的“时间银行”、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时间银行”[8]。 

3. X 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的运行现状 

3.1. X 社区基本情况 

X 社区坐落于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中部，总面积为 0.78 平方公里，有居民住宅楼 101 栋，常住户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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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总人口 12,696 人。其中 60 岁~70 岁老人 866 人，70 岁~80 岁老人 353 人，80 岁~90 岁老人 165 人，

90~100 岁以上老人 21 人，残疾老人 85 人，空巢、孤寡老人 46 人。 

3.2. X 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的运行概况 

3.2.1. 运行平台 
X 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站由 X 社区党委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管理，站点设立在

X 社区居民委员会内，大概有五六名工作人员，其中主要负责的只有一位，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全

日制本科生的学历。 

3.2.2. 参与主体 
1) 志愿者 
X 社区“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主要是来自社区辖区内热心服务、身体状况好的低龄老人和有志愿服

务意愿的辖区居民，其中大部分是身体条件较好的退休老年人，同时也会有政府、党委机关等单位的党

员群众以志愿团队的名义加入。 
2) 服务对象 
X 社区“时间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四类人群：辖区内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独居老人；重点优

抚对象老人；行动不便、失能、失智、残障老人；低收入家庭老人、有服务需求的志愿者。 
3) 政府 
政府在“时间银行”实施推广的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从政策制定层面上

看，南宁市乃至广西的地方政府都出台过相关政策和规定(见表 1)，指导“时间银行”以及志愿服务活动

工作的开展，为“时间银行”的发展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资金提供层面上看，X 社区“时间银行”的

资金来源一部分由政府财政进行拨款，虽然目前“时间银行”尚且属于存储“时间”的阶段，还未需要多

大的开支，但政府依旧是“时间银行”主要的资金提供者。此外，从监督的层面上看，政府通常是以直接

监督的方式对负责“时间银行”运作的社区和社会组织进行监管，以保证“时间银行”的持续运行。 
 
Table 1. Local level policy documents o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Banks” 
表 1. 地方层面关于支持“时间银行”发展的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文部门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2022-01-20 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口发展规划

(2021~2030 年)》 
发挥老有所为作用，探索建立“时间银行”等互助

养老志愿服务机制[9] 

2021-12-27 南宁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南宁市民政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探索“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模式，拓展社会力

量参与养老服务的方式和途径[10] 

2020-07-24 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志愿服

务条例》 
鼓励和支持探索“互联网 + 志愿服务”、“时间

银行”志愿服务[11] 

2019-06-06 南宁市民政局 2019 年全市民政工作要点 探索开展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工作，推进志愿

服务“时间银行”试点[12]  
 

4) 社会 
除了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也会对 X 社区“时间银行”提供物资和资金帮助。

比如一些爱心企业在疫情期间会提供牛奶、方便面等慰问品以及其他社会捐赠，工作人员在进行分配时

会考虑到“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嘉奖。由此，多方共同参与形成了 X 社区“时间银

行”多元化的支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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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技术 
南宁市市民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南宁市“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提供技术支持，建立了专门的

“时间银行”志愿者服务管理平台，无论是志愿者注册、发布服务需求还是积分的记录与存储都可以通

过这一平台进行实现，同时南宁市市民卡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还为“时间银行”志愿者设计专属的志

愿服务卡，以便于未来志愿者在有关应用场合中，以服务时间进行实物消费。这样一来，电子数据信息

记录改变了以往传统手工登记的形式，完成志愿服务信息的实时更新，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服务时

间的通存通兑。 

3.2.3. 服务内容 
X 社区“时间银行”的服务内容分为 4 个类别、15 个小项(见表 2)，其中需求量比较大的是诸如聊天、

购买东西、打扫卫生等技术含量较低的项目。除了基本养老服务、心理服务之外，社区也会主动开展一

些特色活动，例如“情系空巢共度欢乐年”团圆家宴活动、“巧手慧心”送福到迎新年活动、“我为祖

国送祝福”活动等等。 
 
Table 2. List of “Time Bank” service projects in X community 
表 2. X 社区“时间银行”服务项目表 

类别 服务内容 规格 难度系数 
实际工作

一小时存

入时间 

单次服务时

间存入上限

(小时) 

家政 
服务 

普通卫生 地面、家具等普通卫生清扫 

40~60 m2 2.0 2 2 

60~80 m2 2.0 2 4 

80~120 m2 2.0 2 5 

床单、被罩 清洗/晾晒床单、被罩 
机洗 

1.5 1.5 3 

窗帘 换洗窗帘 1.5 1.5 3 

外出 
代办 

代购 代买生活物品 / 1.0 1 2 

代缴 代缴水电煤气费 / 1.0 1 2 

陪同就医 陪同老人去医院就医、拿药 / 2.5 2.5 8 

护理 

中医推拿 为老人提供专业的推拿按摩服务 / 2.5 2.5 5 

理发 为老人提供理发服务 / 2.5 2.5 2.5 

医疗 测量血压、血糖、健康咨询 / 2.0 2 2 

照料 
半失能老人短期照顾 / 3.0 3 9 

失能老人短期照顾 / 4.0 4 12 

其他 

老年教育 书法、电脑、舞蹈、烹饪等 / 3.0 3 6 

邻里关照 陪老人聊天、散步等 / 1.0 1 2 

维修 简单小家电维修、更换灯管、水龙

头等 
/ 1.5 1.5 3 

社区治理 调解邻里矛盾纠纷、政策宣传、治

安巡逻等 
/ 1.0 1 2 

文化活动 开展文化志愿活动，丰富社区老年

人精神文化生活 
/ 1.0 1 2 

备注：存入时间 = 实际服务时间*服务难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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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运行成效 
自“时间银行”成立以来，X 社区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志愿者参与自觉性高，发挥了

良好的志愿服务示范作用，为社区中的老年人提供了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服务，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社区为

老志愿服务工作。截止 2022 年 1 月 19 日，X 社区“时间银行”共有志愿者 247 人，志愿团队 27 个，服

务对象 44 人，存入时间 1043 小时，暂无支取时间。 
1) 创新服务理念，打造服务品牌 
X 社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服务理念，采用“低龄存时间，高

龄换服务”的互助养老办法，创办“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新模式，社区治理有了显著的成效。子女们都

出去打工了，志愿者就去老人家里和他们聊聊天；当老人感觉到后背疼痛的时候，志愿者会利用自己的

医疗知识，给他们进行推拿；老人家行动不便，志愿者会到家里帮忙打扫卫生；除此之外，还有“老人

生日会”、“领里长桌宴”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也让老人们过上了温馨的晚年生活。自从 X 社区“时

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开展活动以来，“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将敬老、爱老

的风气传播到了整个社区，人性化的家庭护理，和谐的社区气氛，赢得了所有老人的一致好评。 
2) 建强服务队伍，提高服务质量 
突破以往单一的养老志愿服务内容，在 X 社区党委的领导下，集中辖区的力量和资源，为“时间银

行”的志愿者们提供了各种实用的技能培训，比如制作手工艺品，按摩捶背，垃圾分类等，以此来提志

愿者自身的专业水平，增强服务供给能力。到目前为止，X 社区已经建立了 26 支志愿服务团队，其中有

广西自治区党委机关，广西区气象局，广西教育学院，“萤火虫”美发联盟等。与此同时，制定并完善

了志愿服务标准和规范，根据“6 个 1”标准，为每位志愿者提供了“时间银行”存折，以及背心、帽子、

雨伞、手套、工具箱等基础服务用品 2600 份。 
3) 规范服务管理，提升服务效果 
X 社区和南宁市民卡公司共同研发了“时间银行”志愿者服务管理平台客户端，为“时间银行”志

愿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系统。首先，参与者可以通

过电脑网页端或者手机客户端申请注册成为志愿者，查看最新需求结合自身实际认领任务、储存积分或

支取时间、销户等。其次，服务对象在家便可发布需求信息，系统根据志愿者认领情况及时更新认领状

态，更加精准的进行服务对接。再者，社区工作人员可在线上完成“时间银行”整个服务过程的管理，

发布社区“时间银行”服务动态、活动剪影与志愿者风采，提高服务的便捷性与智能化。 

4. 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的现实困境 

目前“时间银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相对完善，但我国“时间银行”在志愿服务供给过程中

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时间银行”的进一步推广。结合 X 社区“时间银行”的实践情况，如今我国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 

4.1. 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的主动性不高 

众所周知，“时间银行”的主要参与者是低龄健康的退休老人，通过老年人群体之间的互助以缓解

社会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同时，老年志愿者在提供养老志愿服务时，也比其他高校志愿者、社会中青

年志愿者等群体更具有优势，他们往往更有耐心和同理心，能与服务对象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然而，

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老年人通常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对“时间银行”这一新型的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

式产生出极大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除此之外，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会选择在子女家

中帮忙带孩子，抚养孙辈。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我国隔代抚养占比达 25%至 30%，成为一种普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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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象。调研过程中，X 社区“时间银行”负责人黄主任曾表示，“现在社会上部分老人积极主动参与

志愿服务的意愿还比较少，都是愿意在家里带小孩。如果能够从整个社会上实现‘能帮就帮’的南宁精

神，形成人人参与到‘时间银行’这个模式中的氛围，这种规模就厉害了。”因此，如何提高老年志愿

者参与“时间银行”的积极性与对志愿服务的认同感，乃至提升全社会志愿服务认知、形成浓厚的志愿

服务氛围，是当前推动“时间银行”模式发展的一大重点。 

4.2. “时间货币”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的计量标准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最大的创新之处便在于其能够存储参与者的服务时间，将该段时

间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以劳动成果代际接力的方式进行延期支付。虽然“时间银行”储蓄的是“时间”，但

由于每项服务单位时间内所含的价值量不同，其计量标准不应过于单一，以免有失公平。我国有些地方“时

间银行”的计算标准十分粗放，不区分劳动强度、服务类别，只记录服务事项和服务时间，这将导致劳动

强度大的服务供不应求，而劳动强度小的服务供过于求的现象发生。X 社区“时间银行”的存入时间以实

际服务时间与服务难度系数二者相乘所得，该公式有一定的实用性，可实际服务时间与服务难度系数却是

由社区的工作人员自行判定，也比较简单。由此可见，为完善“时间银行”的进一步建设，就必须研究制

定更统一合理的换算标准，实现更精细化的管理，确保服务测量的公平性，服务评价的有效性。 

4.3. “时间货币”无法实现跨区域通存通兑 

从我国“时间银行”实际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覆盖范围

有限，一般仅供本区域的居民使用，例如南宁市青秀区与南宁市民卡公司开展相关合作，搭建“时间银

行”专门的志愿服务平台，发放“时间银行”专属市民卡，其涵盖的范围目前也只有青秀区城区的 68 个

社区，更高一级地市级的平台还未建立，更不必说省级乃至全国级的总行了。正因如此，当志愿者去往

一个新的城市居住时，由于平台之间的信息不互通就容易导致“时间货币”无法兑换，影响“时间银行”

的长效运作。此外，由于各地的计量标准不一致，致使志愿者提供同种志愿服务在不同地区换算后的“时

间货币”并不等价，进一步加剧实现“时间货币”通存通兑的难度。毕竟当“时间银行”服务平台的参

与者在改变常住地后，很难以统一的标准换取自己赢得的“时间货币”。总而言之，若无统一的“时间

银行”信息管理系统与换算方式，解决“时间货币”异地通存通兑的问题，“时间银行”将难以为继。 

4.4. “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供给层次总体较低 

在实地调研 X 社区以及在线浏览“时间银行”网页后不难发现，“时间银行”志愿者以提供家政服

务、外出代办、邻里关照等简单项目为主，医疗护理、维修服务等具有一定技术性的项目供给较少。根

据 X 社区“时间银行”负责人黄主任的介绍，“时间银行”中需求量大的项目就是聊天、购买东西、读

报、打扫卫生等比较简单的服务内容，像中医推拿这类如果有退休医生就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但还是

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力所能及的服务为主。如果遇到小部分项目无志愿者能够提供服务，工作人员会和服

务对象及时表明情况。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志愿者缺乏专业培训，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

制约着志愿服务水平。比如当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短期照料时，很少有志愿者有能力满足服务对象的

需求，这也凸显了“时间银行”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即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得不到保障，高

层次的志愿服务供需矛盾大，这会影响到社区居民对于“时间银行”志愿者的满意度甚至是对“时间银

行”模式的信任度，限制“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 

5. 推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发展的对策建议 

“时间银行”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创新举措、建设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的应然方案，有助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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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新时代老龄工作创新发展。根据 X 社区“时间银行”的现实困境出发，当前完善我国“时间银行”互

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5.1. 加强“时间银行”的宣传力度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一大发展困境在于其社会认知度与参与度偏低，而社会参与是

“时间银行”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广泛开展“时间银行”宣传，

提高社会大众对“时间银行”认可度，号召群众积极报名参与“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为推动“时间银

行”的发展奠定较好的群众基础。首先，政府应增加“时间银行”宣传工作的人员和经费投入，通过线

上线下多途径向大众普及“时间银行”的理念与实践，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基层养老服务的供给中，

使“时间银行”模式不断深入人心。其次，政府应加强与企业、社会组织的合作，利用各方的优势完善

“时间银行”的建设，让企业与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时间银行”互助网络的重要组成力量，保障“时间

银行”的健康运作，引领“时间银行”向更高层面发展。最后，“时间银行”自身也应寻求各种宣传机

会，拓展志愿者的来源渠道，提升志愿者的活跃程度。例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可以通过向社区居民发放

宣传单或者上门宣传的方式讲解“时间银行”有关知识，鼓励居民加入“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团队，强

化领里互惠的关系，传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理念，营造良好的互助养老风气，满足社会日

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 

5.2. 完善“时间银行”的运行机制 

健全的运行机制是“时间银行”能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完善服务兑换评估

机制。由于目前我国“时间银行”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关于“时间货币”的计量并未出台科学统一

的相应规则，制约“时间银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为了确保“时间银行”服务兑换的公平公正，

应结合各类服务活动包含的劳动强度及价值，出台全国统一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兑换系数细则，为

“时间银行”服务兑换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完善志愿服务回馈机制。为实现“时间银

行”养老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必须注重激励机制的建设，否则仅靠志愿者的热情与道德也难以为继。

因而，在服务过程中需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为优秀志愿者颁发适当的奖励，使志愿

服务活动获得强大的动力，以此来提高志愿者的参与激情，同时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不仅如此，政

府应对“时间银行”面临的诸如运行困难或志愿者服务中发生意外等风险建立托底保障机制，进一步保

证志愿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此外，还要探索后期服务评估体系。在“时间银行”志愿者完成服务后，及

时开展服务评估工作，发挥监督的功能，更好地保证志愿者的付出与回报相对等，提升服务质量以及服

务专业化水平。 

5.3. 构建“时间银行”服务网络和信息系统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需要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实现长期高效运转，这就要建立起省

市级乃至全国一级的“时间银行”信息服务平台系统，为志愿者通存通兑“时间货币”提供技术支持，

提高信息管理效率。探索建立“时间银行”联盟或设立“时间银行”总行，都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

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协力做好“时间银行”联盟的工作。为了保证社会效益和价值取向，可由中央

部委管理的公益基金会作为“时间银行”牵头单位，以中国银行等央企、地方国企为主，吸收吸纳社会

组织、企业等优质社会资源，作为资源供给、参与运营以及技术保障的主要力量，统一管理、指导各地

区、各层级的“时间银行”机构发展，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互惠合作、资源共享[8]。此外，有学者建议通

过与各地区银行合作，同时联结各地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参与，建立全国性“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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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络和信息系统[13]。 

5.4. 开展“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培训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以及行动不

便的失能、失智、残障老人，需要志愿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照料护理知识和技能，以提高“时间银行”养

老服务的规范化水平，增强志愿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时间银行”养

老服务技能培训体系。首先，由政府出资成立专门的“时间银行”志愿者培训机构，聘请养老服务领域

的专家定期对“时间银行”志愿者开展基础服务项目技能培训，针对部分难度系数较高的项目，也可以

根据志愿者自身喜好及个人能力分配合适的项目进行培训。其次，可以通过与其他专业的社会养老机构、

正规培训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合作，邀请其工作人员到社区进行现场教学，指导志愿者进行技能学习，保

障志愿服务的专业性，提高服务对象对“时间银行”志愿服务质量的满意度。最后，建立志愿者技能培

训考核制度，对于达到考核标准的“时间银行”志愿者予以提供服务的资格及发放相应的奖励，更好地

鼓励志愿者有意识提升自身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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