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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研究

朱丽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９９）

摘　 要： 随着 ５Ｇ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各行各业都在加快与互联网融合的脚步，公益行业也正积极探索与互联网的结合。 时间

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正在经历从传统模式向与互联网结合的新模式发展。 通过对上海时间银行案例的分析，发现基于“互联网
＋”的时间银行模式在运行中存在外部支持、通存通兑、专业人才、服务质量上的困境。 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加强外部支持、强化

互联网技术使用、完善专业人才保障、完善培训与激励机制等来完善这一互助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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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只有跟得上互联网的发展，
才能取得相对较好的成就。 公益行业为了跟上社会

发展的脚步，也要加速引擎，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

寻找与互联网结合的新路径。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深入，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空巢

和高龄独居老年人口将增长到 １．１８ 亿左右，这一趋

势还会持续走高。 而低龄老人退休后，投身参与社

区的互助养老服务，也正是对中国近年提出的积极

应对老龄化，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宏观战略目标的

强有力回应。 在社区内的互助养老服务中，时间银

行又是其中的典型模式。 对于时间银行的研究，目
前学界已取得丰富的成果，尤其是时间银行互助养

老模式丰富了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为高龄、空巢等特

殊群体的老人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提供了帮

助，同时还培育了邻里互助精神，促进了社区和谐发

展等。 本文也将跟随其发展的步伐，研究基于“互
联网＋”背景下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将探析这

种模式是如何与互联网相结合运行的，以及该模式

在运行中的突出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１　 传统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之一，早在

１９９８ 年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的晋阳社区居委

会就率先创建了本土化的“时间储蓄”养老服务模

式。 后续太原市、北京朝阳区、杭州、广州等地社区

都在尝试创新本社区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 传

统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指在社区范围内，以
时间替代金钱来“付费和储蓄”，低龄老年志愿者为

社区中的高龄、空巢、病残老人上门提供生活照料、
心理慰藉、解决突发困难等形式的为老服务。 具体

操作是以时间为单位替代货币作为计量和存储的标

准，将老年志愿者每次服务他人的时间存入个人的

时间银行账户，并进行累计储蓄。 如日后老年志愿

者需要他人服务时再从中提取时间换取服务，从而

就形成了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之间的代际循环

互助的养老服务形式［１］。
传统的时间银行模式主要是在社区内自发形成

的，由社区居委会专人负责运营管理工作，招募低龄



老年志愿者，并进行简单宣讲培训。 工作人员把老

年志愿者每次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时间登记在储蓄信

息卡片上，并由被服务者确认后签字，经过统计后，
进行电子录入备案。 资金方面主要通过政府机构、
企业、基金会、个人等捐助及合作形式来筹集。 然

而，该试点在十多年后未能推广成功并难以为继，之
前已登记储蓄的时间因居委会工作人员更换、储蓄

记录丢失、居民搬迁、缺乏持续的参与者等原由从而

成为了坏账而无法提取［２］。
２　 基于“互联网＋”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互联网＋”打破了社区居民、爱心人士参与为

老服务的阻隔，并延续了互帮互助的传统。 通过网

络平台、ＡＰＰ 等形式让人人都能参与公益，共同参

与为老服务，同时也给传统时间银行模式的持续发

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以下以较为典型的上海时

间银行公益事业发展中心（２０１４ 年成立，民办非企

业单位）为范例（以下简称上海时间银行），研究互

联网是如何与传统时间银行模式相结合的。
２．１　 该模式的形成

上海时间银行的建立与发展是由上海市浦东新

区政府及区民政局大力支持、牵头并指导协调。 为

了便于运营管理，在各个社区设立服务分站，从而逐

渐形成了政府、社会两者共同主导的发展方向。 开

创了 Ｏ２Ｏ 公益互助模式，将传统的模式与“互联网

＋”相结合，构建了社区邻里互助、关爱老年人的网

络公益平台。 从而有效解决了“互联网＋公益模式”
不易实施落地的难题，同时为传统模式创造了更大

的发展空间。 运营资金方面以爱心企业投资为主，
政府扶持、企业及个人捐助为辅，其服务对象是独居

空巢老人、残疾人、贫困家庭等生活困难群体。 通过

审核后免费为其发放时间货币，其它群体可自行购

买或转让时间货币。 同时上海时间银行和上海幸福

９ 号养老投资集团进行合作，从而幸福 ９ 号旗下的

门店（３ ０００多家）成为上海时间银行的第一批志愿

者之家。
２．２　 具体运行

首先，在互联网线上，上海时间银行构建了 ＩＴ 运

营平台（上海时间银行网站）。 其中包括：账户管理系

统、时间管理与交易系统、个人中心系统、服务标准与

时间币兑换查询系统、举报与交易纠纷系统等。
其次，在互联网线下的社区设立志愿者之家及

工作站。 使用上海时间银行的大致流程如图 １ 所

示。 需求服务者和志愿者必须是志愿者之家或是公

益组织、机构（已与上海时间银行合作或签约）的会

员 ／志愿者，这样就可以在网站上注册成为会员 ／志
愿者。 需求服务的个人（或者由志愿者之家协助）
在网站上发布需求服务信息，然后志愿者在网站上

承接服务，实地完成服务后，被服务者进行线上评

价，并在线支付时间货币。 时间货币的使用，既可以

购买服务，也可以在线兑换物品。
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创新的体系设计和运营

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区为老服务的网络，通
过荣誉、利益的双重驱动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为老

服务［３］。 上海时间银行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其在日

常运营中有着更为系统有效的平台保障，同时借助

互联网技术，可以消除传统时间银行的部分人工繁

琐的操作，提升了整体的运营效率，而且也更为直

观、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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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使用上海时间银行的大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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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模式的特点

首先，在与互联网相结合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模式在志愿者和服务内容上均扩大了范围。 一方

面，志愿者不仅包括低龄老人志愿者、还有大量的社

区年轻人、公益爱心人士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服务

内容更加多元化。 如：生活便民服务、健康养生服

务、居家安全服务、教育康乐服务、专业服务等。 不

仅满足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照料，也涉及到精神慰藉

及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内容。
其次，政府引导，专业团队运营。 建立之初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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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积极支持与牵头引导，从而有效推动了上海时间

银行的成立。 再通过专业团队、组织机构进行日常

管理运营，同时为时间银行带来了创新的发展思维、
高效的管理，并与互联网相结合，从而使时间银行的

发展更具有专业规范性、可持续性及创新性。
最后，通过“互联网＋”建立了更为高效的运营

网络平台。 一方面，上海时间银行在线上建立了具

有公益性质的时间银行账户存储及交易体系。 从而

通过较为全面的网络管理系统，将志愿者的服务时

间转化为“时间货币”进行在线存储和使用，这样就

像真实的货币银行一样，保证用户间较为公平的时

间币交易。 另一方面，在线下与专业组织机构合作

（上海幸福 ９ 号），同样具有实体运行的强有力保障。
通过网络线上线下相结合，使时间银行的发展更为可

持续性，同时也是对公益为老服务的良好创新。
３　 基于“互联网＋”的时间银行发展困境

虽然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在发展进程

中仍存在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如，外部支持不足、
通存通兑问题、管理及专业人才缺乏、志愿者的服务

质量有待提升等相关问题。 以下将对上述问题展开

进一步分析。
（１）外部支持不足。 虽然部分地区发行了试行

方案办法，如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武汉市政府印发了《武汉

市推进“互联网＋居家养老”新模式实施方案》，方案

中提出探索建立“养老志愿服务时间储备银行”的

运作机制，鼓励社会人员通过“互联网＋居家养老”
服务平台注册成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志愿者［３］。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南京市养老服务时

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 ［５］。 但是大部分地区在实

施运行过程中也还存在外部支持的不足。
（２）计量、通存通兑问题。 首先，服务转换成时

间货币时使用的计量标准。 学界有 ２ 种观点，一是

主张仅以时间作为计量标准，认为志愿者提供的服

务不分贵贱，同等时间的任何服务都是等值的；另一

种观点是站在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认为不同服

务的劳动强度和价值不同，如果仅用时间来计量可

能会存在不公平现象（比如志愿者择轻避重的行

为）。 其次，跨地域通存通兑问题。 目前，时间银行

只在部分地区 ／社区实行，没有在全国铺开，所以在

跨地域 ／社区通存通兑方面灵活性偏弱，从而会降低

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
（３）管理及专业人才的缺乏。 目前，部分时间

银行组织机构面临管理及专业人才缺乏。 负责运营

的组织机构、专业团队以及社区里的志愿者之家，主

要依靠聘用外部工作人员和部分社区工作人员进行

管理。 但当这些人员流动后就会增加运行工作的不

稳定性，所以时间银行组织机构里需要稳定的专业管

理团队，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但是，由于自身发展规

模以及资金等方面原因，在聘用专业化的管理人才、
社会工作者，以及在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相关难题。

（４）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目前，志愿者团队中

低龄老人占据比例较大，有些之前并未从事过养老

服务的相关行业，虽然也会受到来自组织的相关培

训，但总体上呈现出缺乏为老年服务的专业知识和

实际操作能力。 即使是年轻的志愿者，在这些方面

也是有所欠缺的。 从而可能会导致志愿者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时，服务质量有时参差不齐，服务水平还不

是很高，有待提升。
４　 基于“互联网＋”的时间银行发展建议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对应的发展建议：
（１）加强外部支持。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在政策、法律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尤为重要，使
时间银行的发展有强劲的后备力量。 其次，要加强

社会资源的支撑。 通过积极鼓励和引导、开放市场

等措施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时间银行中来，从而

推进时间银行的服务效能，保障其全面可持续的发

展。 最后，要积极完善监督与评估、反馈机制，因地

制宜，提升时间银行的整体服务水平。
（２）强化互联网技术使用。 若要实现跨地域的

通存通兑，就需要在大部分地区推广时间银行。 要

放开市场，吸引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加入，提供资金、
互联网技术使用等方面的支持。 学者王小凤和赵向

红［６］认为，运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运营网络平台后，
可以汇集老人的服务需求信息以及志愿者提供服务

的信息，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精准的分析出老年人

需求状态，以及志愿者的分布地区，通过平台管理人

员进行合理分配，从而保证时间银行的有序运行。
若要实现自由的通存通兑，须制定统一的运营准则。

（３）完善对管理及专业人才的保障。 基于“互联

网＋”的新型时间银行在运行中更需要专业化的管理

及专业人才队伍。 首先，要加强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

知识及操作能力的培训，提高工作应对能力。 其次，
也要逐步强化人才保障，通过一系列相关措施减少人

员流动。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深入，养老服务行业的发

展是迫在眉睫的国家战略，因此对于从业人员更要有

一份尊重；适当提高该行业的薪资待遇，使专业人才

得到合理保障，增加其工作稳定性，从而吸引更多的

专业人才及管理人才的参与。 （下转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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