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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银行理念的乡村社区改造思考 

——以成都市唐昌镇李家院子为例 

朱芝铮 诸静茹 何杰
1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迎来全新的发展机会，乡村人口老龄化有望逐步缓解。时间银行是为

他人服务，伴随时间推移以服务换取服务的循环系统。时间银行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为解决乡村人口老龄化提供新

的缓解途径。通过分析我国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联系，基于时间银行概念，以成都市郫县唐昌镇

李家院子的“时间银行”规划设计为例，提出了一种在新型社区营造和乡村建设过程中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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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然而，部分乡村由于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而缺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在乡村“未富先老”的背景下，

时间银行的模式引入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活力——老龄人口不再只是被社会服务、消耗社会资源的角色，而是可以作为重要成员

重新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积极主动地把“被动”养老转换为“主动”准备。本文将从时间银行的运营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两

者的结合入手，探讨时间银行在社区改造植种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1 时间银行概念及发展现状 

1.1时间银行概念 

“时间银行”是 1980年由美国人埃德加·卡恩所提出一种互助养老体系。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服务他人，以时间为单位存

储在时间银行之中。等到自己或亲属需要被服务的时候，再从“时间银行”支取“被服务时间”。 

通常情况下认定时间银行的志愿者是青年人，服务对象是老年人（≧60岁）。一方面，青年人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参与志

愿活动，体验公益活动、锻炼自我、培养关爱老人社会意识，又能为自己储存服务时间，为自己及家人日后使用。另一方面，

老年人在被照顾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为青年人服务的行动中，与青年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阅历和生活技巧；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甚至可以帮助工作繁忙的青年人看护小孩，重新进入社区发挥自己的作用，重新与社会产生联系，增强自身的存在感。此类所

有活动的报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而是特殊的“时间”货币。 

1.2时间银行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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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时间银行已经在世界 26 个国家陆续开办，共计 1000 余家。1998 年，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晋阳居委会首次开办

老年银行，随后国内各地陆续设立时间银行试点。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始终采用“政府+市场+互助”模式的综合尝试，从一

开始就由政府直接介入构建时间银行体系。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时间银行这一概念实际并没有被大力推广，主要是因

为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时间银行的运行机制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对象来看，体制不够完善，基本是志愿者对被服务对象的单向服务，志愿者无法兑换自己的服务时间；从管理模式来看，

没有足够强大和稳定的管理机构对其进行合理的管控；从覆盖范围来看，每个时间银行服务范围小，相互之间没有构成信息网

络，服务与被服务无法异地兑换，辐射范围受限。 

2 乡村振兴与时间银行 

2.1乡村人口老龄化 

截至 2019年 12月，全国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2.6%，其中农村 65岁以上人口超过 1亿人，占据农村常住人口的 18%以

上。以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规模和速度来看，2022年中国将正式步入老龄人口占比超过 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 2018年，

社会保险基金盈余连续六年为负。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和国家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以家庭为单位养老。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并定居于城市，但是

由于医保政策区域分割等多项政策原因，部分农村老龄人独自居住在乡村；除去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看护问题，长期与子女分离，

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缺乏充足的医疗资源、有待完善的基础设施都会对老龄人口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在讲究“优生优

育”的社会之中，“优逝”也应当受到社会关注，维护个体生命默契的尊严，让老龄人口安详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需要更为强

大的责任群体和更完善的社会体系。 

2.2新的乡村经营模式探索 

2018年 9月，中共中央正式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农业现代化，力争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逐步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 

时间银行的引入，给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养老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样有助于改善乡村生活环境，整合社会资源。

最为重要的是，保障老龄人口在生命终端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 

从时间银行的服务对象来看，应当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农村大部分子女与父母分别居住，解决照看老龄人口的人力问题

成为重中之重。时间银行面向全年龄阶段的群体，鼓励青年人运用碎片化时间参与志愿活动，培养关爱老人、锻炼自我的社会

意识，同时为自己储存被服务时间；从乡村建设图斑来看，相邻居住的家庭联系更紧密，彼此熟悉程度、信赖程度以及联系紧

密度更高，效仿较成熟时间银行的布局模式，以村为单位建设时间银行的支行——支行内部配备原主居民所必须的生活设施，

增添不同年龄沟通交流所必要的活动空间，活动室、休闲室等与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形成“1+N”级服务体系；从时间银行的管理

系统来看，需要社会为乡村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时间银行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时间银行结合我国国情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从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入手，解决老龄人口看护的主要问题。

同时增强了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互通互融，传统家庭解体，新型服务组织重新构建，形成更亲近的人际交流网络。 

3 研究地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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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现状环境描述 

 

图 1李家院子区位 

李家院子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金星村，北隔柏条河，西邻都江堰，东与郫都区唐元镇、新民场相近，南与安德镇接壤，

并且紧邻战旗村，一个农业产业化、彰显川西民俗文化等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的小样本；其次，民居散落，住宅为中，绿树环

绕，以水系与农田为自然依托，这样新鲜的林盘格局，承载着浓厚的古蜀农耕文化底蕴。再者，在中国的乡村，随着家庭成员

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少有四世同堂，李家院子却恰好是一个契机，有独特的建筑位置优势和乡村浓缩气氛。（见图 1) 

李家院子的劣势在于：(1)缺乏公共服务设施，老年人娱乐活动单一，家家户户被高墙阻隔，活动范围小；(2)农田还保留

着种植的功能，却不属于村民个人所有，产业停滞不前；(3)庭院旁土地功能停滞，残留空屋；畜生随意饲养，河流填埋，生活

环境恶劣。 

3.2建筑与人文描述 

李家院子由于后来翻修过，整体建筑质量较好，但是风貌混乱，与传统川西建筑差距甚大，照搬城市风格，刻意而违和，

也难以避免“千村一面”；屋顶形式为平屋顶，砖混结构；功能上居住为主。 

李家院子约 2.37hm2，同一个大家族下的九户人家，约 40 口人，但是大量劳动力逐渐老龄化、弱质化，九户人家的老年、

中年、孩童的比例大多为：1:2:1，然而中年人口外出打工居多，农业后继无人，土地被征用，由此看出在李家院子也存在着农

村中惯有的空心化问题。 

4 研究区概念规划 

4.1“时间银行”体系运用解析 

在李家院子，时间银行体系的引进，一方面在现状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结合乡村振兴

的相关因素来说，吸引人才，形成产业链发展，留住乡风人情。时间银行体系在李家院子的服务体系流程：假设小李在李家院

子做志愿者服务储存时间，根据时间换算等级后存入了 3 个小时，等到需要的时候通过获得别人的服务共取出了 2 个小时，并

且愿意将多余的一个小时捐献出来，供其他着急的老年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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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时间银行等级划分 

 

图 3时间银行体系 

首先，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需求，提供不同等级难度的服务，时间银行体系在李家院子的运行分为了三个等级（包括

本地居民和外来入住养老的老年人），60岁以下的老年人大多数由于活动能力还在，志愿者付出精力较少，时间换算等级为 1级；

照顾 60～80岁的老年人时间换算等级为 1.5级；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自理能力下降，志愿者照顾程度起来较为困难，时间换

算等级为 2级，即存储时间可以是 1级的两倍，同时，换算等级根据具体情况可做改变（见图 2）。然后，在运营管理机构方面，

则是从志愿者的招募确定，到志愿者服务过程中的监督记录，以及服务结束后的反馈等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结构稳固（见图 3）。

最后，从具体的劳动强度和服务选项来说，分为普通和升级两个方面，前者对志愿者的专业技能要求小，主要表现在老年人的

日常家居，驾驶、家务整洁、陪伴老人散步聊天等等，后者对志愿者在教育知识和医疗技能等方面有要求，与老人讲解文化，

提供日常身体检查等等。 

4.2“时间银行”设计解读 

4.2.1总平面表达。从李家院子改造前后的平面图对比来看，整体上将李家院子改造为居住区、疗养花园区域、滨河休憩空

间、田园休闲区等四个部分，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建筑联系，优化景观环境，提升生活质量；从时间银行区域来看分为管理区

域与运营区域，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并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在老年人一天的生活线中，从收拾起床、下楼餐饮、医疗

护理，到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等，都可以有志愿者的陪护。（见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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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改造前鸟瞰图 

 

图 5改造后平面图 

 

图 6建筑立面图 

4.2.2建筑形式表达。建筑功能上是共享一楼的功能服务，二楼用以旅游民宿和本地居民的居住功能，每一栋建筑的横向竖

向联系都延续川西建筑风格，采用大跨度连廊。建筑形式上统一风格，传统的单边坡屋顶和平屋顶相结合，并且在传统设计的

基础上结合现代化风格，配置屋顶观景平台和落地窗设计，加以小元素整治庭院环境。（见图 6) 

4.2.3景观设计。生态环境：主要在庭院环境、河域环境、田野环境以及衔接空地的环境等四个方面入手，解决了当地土地

资源功能停滞；新增垃圾、污水等处理系统；色彩强烈感的景观小品和花草弥补老年人在视觉上的弱化。人文环境：相同意向

的元素重现乡愁中的生活化气息：轮胎稻草的再利用，竹篱笆竹篮的装饰，陶罐石墨盘的点缀。乡村产业：在李家院子集群成

链，聚集重点产业要素，传承当地的种植特色，即水稻；推广当地成熟的文化节：油菜花产业；在农民生存的基础上发展新的

产业体系，乡愁旅游与养老机构。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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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bank-木子分理处”，是我们寻求人生的储存之地，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才是生命之全部意义，储藏财富最终无法证明

生命的价值，为未来储存时间，为世间储藏更多的爱与幸福的地方。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对经济、环境与产业的发展潜力探寻与追索，重要的是关乎“人与生命价值观念”的振兴，时间是构成

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拧碎时间积攒下来，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也是为自己储藏有价值的生命。

Timebank是我们在乡村振兴中农村社区发展潜力的思考与探索，期望它成为未来社会管理的人的道德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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