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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储蓄”养老模式建构与对策研究 

——以上海的实践为例 

王小凤 赵向红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未富先老”及“未备先老”的现象，但养老资源供给不足，老龄化问题严峻。探

讨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2017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杨文提出，推进“时间储蓄”

养老模式，实现社会互助养老势在必行。 

“时间储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这种互助志愿者服务模式运用于养老服务之中取得成功。英国、德国、日本

等国家纷纷引进“时间储蓄”理念，在本土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我国在1998年开始引入“时间储蓄”养老模式，在上海、

北京、南京、广州等较发达地区有实践。 

上海是我国最先实践“时间储蓄”养老模式的城市，这一模式运行相对成熟，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上海人口老龄化严

重，是我国最早踏入老龄化社会的地方。据《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457.7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1.6%。本文选取上海为样本，对我国“互联网+”时代“时间储蓄”养老模式

进行探讨与研究，并为推广这一模式提出对策思考。 

一、“时间储蓄”养老模式概念及研究 

目前，“时间储蓄”在我国实践中指的是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服务，将服务时间存储起来，存储的时间可以在自己或家人需

要时提取出来让其他志愿者免费为自己服务，或者把存储的时间用来兑换生活必需品，是一种积极的养老模式。 

本文将“时间储蓄”养老模式界定为志愿者通过社区或组织为老人服务，将服务时间存储起来以便自己年老时或家人需要

时提取出来，享受其他志愿者的免费服务。 

“时间储蓄”养老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落地生根，发展到现在还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经验和有关研究表明，“时间

储蓄”转化为现实是可能的，但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资源，需要聚焦解决以下四个问题：即“时间储蓄”谁来计量，“时间储蓄”

储存在哪里，“时间储蓄”的质量如何保障，“时间储蓄”是否可以跨行存。只有切实解答好这四个问题，“时间储蓄”养老

的模式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王菲和褚湜婧，2016）。同时，其他学者提出了发展“时间储蓄”助老服务的制度框架，

即建立区别于一般志愿服务的“时间储蓄”助老服务，强化主体审核标准和分类评判标准，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

社联动”运营机制，建立“时间储蓄”助老服务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基于存取双方人口变动趋势建立长效发展保障机制等（王

永梅和王一笑，2017）。 

二、上海“时间储蓄”养老模式运行情况与特点 

历经近二十年发展，上海“时间储蓄”养老模式由社区主导向政府和社会共同主导转变。应该说，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老人养老的难题，能为老人提供有效的养老需求服务，尤其是对空巢、残疾、贫困等老人群体，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生

活照料层面都有很大帮助。但是实施过程中难题较多，仍面临推广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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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储蓄式为老人服务模式” 

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晋阳社区居委会在1998年率先创立“时间储蓄式为老人服务模式”（简称“时间储蓄”养老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是主张社区低龄老人向高龄老人服务，并将时间存储起来，以备未来自己使用。上海黄浦区雁荡社区积极学习这

一模式并在社区内落地实行，居民热情很高，目前社区志愿者有200多人，为老人免费提供包括心理咨询、解决突发困难、陪老

人看病帮助配药、上门服务等。 

在运作机制上，社区居委会有专人负责“时间储蓄”各项管理。采用志愿者服务信息登记方法，志愿者把每天服务的内容

登记在信息卡片上，由被服务老人签证确认，居委会再统计，电子备案。 

“时间储蓄”在实践中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时间储蓄”管理不科学，难以延续。目前，“时间储蓄”模式是由社区

自发组织的，社区居委会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持这一项目的工作人员如遇换届就难以继续发展下去。比如2003年

虹口晋阳居委换届，“时间储蓄”索性停办，记录时间存储的账本难以找到。二是范围小，无规模效应。目前，这一模式只是

在个别小区推行，在当下我国人口流动性较大的背景下，如果有些志愿者老人搬迁到别的地方居住，而该地区又未推行“时间

储蓄”养老模式，那么其以往存储的志愿服务时间，几乎不可能再提取出来使用。三是“时间储蓄”记录方面的问题，如服务

时间计量是否准确，服务内容如何科学地体现对等量化等。参与为老人服务的志愿者老人往往反映自己为老人服务的时间远远

不止储蓄卡上记录的时间。概因有些老人需要帮助的时间是不定的，在这种碎片化、不特定服务时间情况下，加之提供服务的

志愿老人在着急忙碌时也不方便去居委登记。 

（二）“时间银行O2O公益互助模式” 

上海“时间银行”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政府牵头，社会爱心企业支持，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成立，与上海幸福九号电

子商务公司合作，成立上海“时间银行”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上海“时间银行”运营管理中心及志愿者之家，采用O2O公益互助

模式，以搭建社区邻里互助、关爱老人公益平台为目的，运用互联网平台及专业人员管理组建，正规且具规模化。2015年，幸

福9号线下就有3000家门店注册成为“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之家，并逐步启动老年服务工作。在线上，上海“时间银行”专门搭

建了科学、高效、透明的IT运营平台，志愿者可以在线上发布或承接公益服务内容，并可以通过完整的时间币兑换体系进行时

间币交易。在线下，上海“时间银行”以传统的公益模式为基础，通过技术手段、体系设计以及运营模式的创新，在全国构建

社区服务网络，以荣誉和利益双驱动吸引社会力量开展志愿服务，为上海“时间银行”的日常运营提供了系统的平台保障。这

样，就将互联网与传统的公益相结合，既解决了互联网公益模式普遍存在的难以落地的问题，又为传统的线下志愿服务创造了

规模发展的平台。 

其具体运作流程如下：首先，注册成为志愿者或会员，参与“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的时间存储起来。其次，

做好志愿服务时间的量化、记录，被服务的老人主要是各志愿者之家或工作站提交社区的重点帮扶对象，主要是空巢老人、残

疾人士、贫困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经审核后，发放时间币。已注册成为会员中有需要帮助的人士可以自主发布服务需求，或

者由志愿者之家协助发出需求，其他会员通过服务后或在网上通过支付购买的形式、也可通过指定账号转账的形式获取时间币，

会员可提取所存储的时间获得相应的服务，也可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但不可以兑换现金）。最后，志愿服务时间可以兑

换，即志愿者用志愿时长兑换服务和物品的介质是时间币，并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途径进行。线上，会员可通过网站进行

时间交换、赠予等交易活动；线下，则由志愿者提供实体服务。 

上海“时间银行”具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目前“时间银行”还不能实现地域时间的灵活通兑，容易

出现“坏账”，降低志愿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时间银行”的管理人才缺乏，以及志愿者专业化水平低，大多志愿者是低

龄老人或者各行各业的人员，缺乏为老人服务的专业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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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储蓄”养老模式实践的困难与破解之道 

（一）“时间储蓄”养老模式困难分析 

1.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力量薄弱。传统“时间储蓄”主要是在社区落地，大多由某个街道或居委会干部牵头，由于街道或

社区人员及资金有限，即使一些“时间银行”由政府牵头，但也存在力度不够的现象，不能解决实际困难。缺乏政府大力支持，

没有充足的资金注入及有效的督促机制，处于自发组织的状态，很容易处于停滞状态。 

2.范围小，无规模效应。“时间储蓄”具有民众自发性，只在个别社区或地区实行，没有大范围推广，社区即使实践这一

模式，也没有普及到社区全部老人，仍然存在有老人不知情的情况。同时社区间及城市间难以自由通兑，地点灵活性差，更加

难以推广。 

3.管理不科学，难以延续。“时间储蓄”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志愿服务时间的计量、服务内容的对等转化、地区通兑等

等，这些问题是“时间储蓄”模式运行过程中的难点。目前，大部分已经实践“时间储蓄”模式的社区仍采用纸质登记信息，

由志愿者与被服务老人确认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的方式，存在信息登记不准确等问题。同时，由于这一模式运营的机制在各个

实践点各有不同，各实践点间难以自由通兑。 

4.专业化人才缺乏，服务质量不高。目前，社区“时间储蓄”或“时间银行”机构都面临人才匮乏问题。一方面是管理人

才匮乏，社区里主要依靠社区工作核心人员管理，当换届时核心工作人员变动后就会导致这一模式停摆，机构里需要现代化管

理团队，但是由于资金及规模等问题，难以聘到高学历专业化人才，管理水平难以突破，机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志愿者团

队中低龄老人居多，缺乏老年服务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内容有限、服务质量不高。 

（二）融入互联网信息技术，寻求破解之道 

1.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时间储蓄”作为公益服务性质的志愿服务行为，政府应积极发挥支持引导作用，坚定政策指导、

社会参与原则。首先，政府应制定政策规划，从宏观战略支持，各地方民政部门积极牵头实践，引导“时间储蓄”在各个社区

及村居委落地。其次，政府应给予财力、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时间储蓄”为非盈利性质，要大范围推广就需要充足的

资金，搭建互联网平台，构建全国社区网点、高质量的管理层和志愿者队伍，这些都需要政府积极扶持。最后，政府应放开市

场，采用激励政策，吸引社会企业及民间组织等加入，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持，不断降低实施成本。 

2.搭建网络平台，扩大推广范围。应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起科学、高效、透明的IT运营平台，让老人的服务需求信息及

志愿者提供服务的信息统一汇集在网络平台上，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并精准掌握老年人群的需求状态及志愿者分布的地区，通

过平台管理人员合理分配，使“时间储蓄”井然有序运行。 

3.智能应用，科学运营。“时间储蓄”能够延续并广泛推广的关键之处，就是“时间储蓄”运作过程中的时间计量、服务

内容强度对等兑换及自由通兑等问题。时间计量问题，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通过智能感应技术解决，志愿者与接受服务老人

分别佩戴一个智能感应器，当志愿者来到老人身边为老人服务，智能感应器开始记录时间，并把数据传到数据平台，从而解决

时间存储不精确难题。服务内容强度对等兑换问题，需要技术量化服务内容，具体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把各类别的老人服务需

求进行统计并分析，分层归类，每个层次的服务内容设定固定强度指标，当志愿服务完成后，互联网平台登记服务信息。要实

现自由通兑，就必须有统一的兑换介质，因此，整合资源，制定统一的运营准则，使用一致的兑换介质及途径是必要的。 

4.专业管理，高效服务。“时间储蓄”这一模式无论是在社区还是在社会公益机构运行，都需要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及志愿

者服务队伍。一方面，社区或机构应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培训，提高工作技能，加紧培养核心工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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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时间储蓄”高效运转；另一方面，要提高志愿者服务水平，确保老人享受高质量服务，社区或机构应与高校或养老机构

合作，邀请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定期培训志愿者。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需求分化视阈下中国老龄政策精准化发展研究”

(16BRK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