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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剧的背景下，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成为发展养老事业重要助推器。“时间银行”

养老志愿服务是积极探索多元化养老模式重要实践和丰富居家养老服务主要途径之一，作为2020年被列

为“时间银行”养老服务自治区试点社区和成功获评“广西老年人宜居社区”的柳州市东台社区积极摸

索“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的实践路径。本文通过观察法和深度访谈了解东台社区“时间银行”项目

开展现状，总结该互助养老服务导入社区的成效，并对项目执行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为促进柳州市“时间银行”这一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践进路，为创新多元化、高质量的

养老服务提供一定的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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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aging in our country, the innovation of the 
old-age service mod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oos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pro-
viding for the aged. “Time Bank” endowment voluntary service i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important practice of diversified endowment model and enrich home-based endow-
ment service, as a pilot community in 2020, Dongtai community of Liuzhou City, which has been 
listed as the “Time Bank”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for the elderly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eva-
luated as the “livable community for the elderly in Guangxi”, is actively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Time Bank” for the elderly voluntary service.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
terviews, this article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Time Bank” project in Dongtai 
communities and summar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mutual assistanc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into the community, it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provides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Liuzhou’s “Time Bank” as a community-based mutual assistanc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for the innovation of diversification, high-quality old-age service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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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柳州常驻人口中 60 岁以上人口占 17.19%，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2.44%，人口老龄化增速比较快，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养老服务需求，柳州市民政局和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柳州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提出加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十四五”期间，第一代独生

子女父母慢慢步入中高龄，人口老龄化规模越来越大，失能、失智老年人也在不断增多，生活照料、长

期照护等养老服务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健康的关注

和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积极探索构建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成为丰富养老服务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新出路。 
2019 年 3 月，广西自治区文明办、民政厅在全区开展了“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试点工作，柳州

市鱼峰区龙擎苑社区、柳南区福鑫社区和柳北区雅莲社区成为第一批自治区试点社区，积极探索“低龄

存时间，高龄换服务”的“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为巩固试点建设中探索的经验与成果，进一

步深化拓展工作，2020 年 3 月柳州市精神文明办、民政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联合会等部

门联合印发《柳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试点工作的方案》，并在柳州市其他 12
个社区进行为期一年的“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试点工作，城中区东台社区作为自治区试点社区也在

其中。2022 年 7 月，在《柳州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为平台，

打造包含“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长者食堂等为老服务功能的养老服务综合体，来提升街道社区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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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试点社区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传递着“低龄扶高龄，一代帮一代”的互助理念，积极动员社区

的健康低龄老人自愿为高龄、失能、失智等老人服务，并以“存储时间”的形式，低龄志愿者可以优先

换取、享受往后需要的养老志愿服务，在积极探索构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实践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东台社区目前常住人口约 9000 人，而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有 1600 人，占比约达 17.78%，处于轻度

老龄化状态。本文通过观察法和深度访谈了解东台社区“时间银行”项目开展现状，并从服务对象与社

区的视角出发，总结该互助养老服务导入社区的成效，同时对项目执行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分析

与探讨，为促进柳州市“时间银行”这一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践进路。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2.1. 文献综述 

2.1.1. 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概念界定的研究 
“时间银行”的雏形源于旭子水岛的一项互助养老实验性实践，核心理念主要是倡导老年人之间友

好互助[1]。到 19 世纪 80 年代，耶鲁大学的 Edgar Cahn 教授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给时间赋予

存储和支取功能并以货币的形式流通在志愿活动中，主要为互助养老服务提供有效补充的支持[1]。王泽

淮对“时间银行”概念界定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即广义上“时间银行”指志愿服务提供者是不

限范围、不限条件的所有愿意奉献爱心热衷帮助的人，服务内容覆盖面广，狭义上是指志愿服务提供者

是指身体健康且年轻的老年志愿者，服务内容单一，只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2]。而 Amanatidou、Gritzas、
Kavoulakos 指出“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广义互惠”，不同角色的参与成员可以通过提

供技能和要求服务的方式来担任共同生产者的角色[3]。 

2.1.2. 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运作模式的研究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发展得十分成熟，特别是在制度保障、资金支持和

运作体系方面上。一是在制度保障方面上，Collom E.认为，政府要在“时间银行”项目运作与管理上有

效发挥主导作用，从立法层面强化模式保障，自上而下对时间银行项目过程进行严格要求[4]；二是在资

金支持方面上，Cahn E.S.、Gray C.表示，发达国家的资金保障来源是多元化的，一是政府直接提供充足

的资金支持；二是企业、慈善机构等组织以推行有利的税政措施方式提供间接资金支持[5]；三是在运作

机制方面上，Seyfang 指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论是志愿者还是受益人在履行服务和接受服务过程中

要明确各自承担责任、权利与义务，接受“时间银行”组织的相关规范[6]。 
“时间银行”是舶来品，在我国本土化、专业化的推行过程中，运作并不顺利，遭遇到了许许多多

的困境和难题。张晨寒认为，“时间银行”发展存在的困境有以下方面，一是缺乏法律保障，二是资金

来源不稳定，三是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低，四是网络信息系统不完善，五是服务兑换制度不健全，六是

社会认知程度不高[7]。夏辛萍认为，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的制度保障、统一的信息平台和全面的评价

体系的缺乏是阻碍我国“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8]；杨庆凰指出，当前“时间银行”互助养

老模式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受地域局限及试点社区分布零散，二是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体系[9]。 

2.1.3. 研究述评 
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研究颇为全面。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较为成熟，国外学者对“时间银行”的研究，有着

清晰细致的概念界定、成功的案例运作、较多的经验总结等，这些能够为我国“时间银行”应用提供理

论指导和资料参考。国内学者着重介绍了我国“时间银行”模式的概念和运作过程遭遇的困境与难题，

大多数学者在探讨该模式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极力地推动了“时间银行”的发展。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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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探索构建社区互助型养老服务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内容，为往后的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柳州市“时间银行”试点社区存在分布零散的特点，空间上存在断裂状态，社区间的联动较少，大

多数试点社区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式探索。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为柳州市“时间银行”社

区试点阶段，这为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来源。由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

式在柳州市试点社区实践情况的实证分析，对项目执行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为促进

柳州市“时间银行”这一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践进路。 

2.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使用的资料来源于两个渠道：第一，2023 年 3 月，笔者

对东台社区进行为期两周亲身走访，观察该社区地理位置、资源配置、运动设施等情况，并利用走访过

程中与社区居民的接触机会，与社区居民沟通交流，初步掌握了东台社区的权力分布、居民生活方式等

情况。在走访过程中，成功与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接触，初步了解该

社区的“时间银行”项目大致情况，并取得了“时间银行”直接负责组织——东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

系方式。第二，2023 年 6 月，笔者与东台社区“时间银行”直接负责人进行为期 1 天的面对面沟通，比

较全面地、准确地掌握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试点工作过程，以此契机，成功与多名参与“时间

银行”的服务对象、志愿者、组织者等接触、面对面访谈，获得一手信息。 

3. 柳州市东台社区“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3.1. 开始阶段 

2020 年 3 月，柳州市东台社区被列为“时间银行”自治区试点社区，并参与市委文明办、市民政局

组织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工作部署会，经过两个月的养老志愿服务筹备工作的部署，其对

本社区老年人基本情况和所需要的养老志愿服务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同时该部署会为东台社区招募、组

建志愿者队伍工作进行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社区里 80 岁及以上(含 90 岁)老年人约有 300 人，对养老服

务需求还是蛮多样的，但归纳总结来说，主要还是家政类服务比较多，像给家里清洁、打扫下卫生啊，

帮代买菜这些，现在社区志愿者主要是 50~60 岁的退休党员志愿者和退休居民志愿者，精力和经费也有

限，现在主要还是为社区内空巢独居、高龄有精神需求的老人提供精神抚慰与维护、陪伴陪聊服务。”(受
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东台社区“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运营模式以项目为导向，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相

关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并对项目具体内容负责，社区主要协助开展养老志愿服务。“现在和我们社

区合作的社会组织是雨花敬老服务中心，这个社会组织也是第一次接触时间银行项目，开始对我们提出

的预期目标也蛮认同的，政府申请下来的经费能给到社会组织有一万多元，因为社区这边对这个‘时间

银行’也是在摸索当中，基本也按政府文件执行。”(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在当时，“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的公众知晓度还不太高，推广向社区居民宣传变得异常重要，

一是能够精准采集、识别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二是能够形成群众效应，营造热心互助邻里氛围。“我

们会在党群服务中心内设置‘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的宣传室，平时我们也会在楼道处张贴通知，在

社区公共宣传栏张贴大幅宣传信息。有些年纪大的、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是不知道，现在社区是网格化管

理，7 个大网格，每个网格有 2~3 个网格员，必要时也会进行网格宣传。”(受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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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执行 

2020 年 5 月，东台社区作为新增试点社区正式挂牌完毕并开展项目。东台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

老志愿服务项目执行，主要由社会组织具体负责与开展志愿养老服务，社区主要担任协助者角色和对社

会组织进行过程、成效评估，协助内容有提供下户服务对象名单、招募社区志愿者等。“服务对象主要

聚集在老旧小区，如东台路 1 号 2 号翠园小区、粮食局、日报社、柳高宿舍，服务内容除了精神慰藉外，

还会提供测量血压等日常健康维护。因为经费有限，只覆盖到 15 户，这些服务对象名单都是由社区这边

提供的，因为我们平时也走访居民家，对老年人的需求比较了解。”(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下

户的志愿者是社区招募的，志愿者还是起到一个协助的作用，每一户服务对象除了两名志愿者外，还有

一名专业社工，具体服务的执行还是以社会组织派出的专业社工为主。每到服务的一个月期限，社区这

边都会进行一次评估，这为了防止服务对象突然终止服务的状况，到半年期会进行一次总的反馈，来评

估社会组织服务的成效，主要是以服务对象的感受为主，效果不好的话就会终止与该组织的合作。”(受
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责人) 

东台社区对“时间货币”的存储和支取管理主要是通过时间存折这一线下形式来记录志愿服务时长，

“桂志愿”这一线上程序管理方式并未有效使用，会存在着记录错误、丢失的风险。在兑换服务方面，

志愿者主要以实物或服务的形式来兑换满足各类服务供给者的兑换需求。“当时记录志愿者服务时长主

要是用纸质版存折，虽然说‘桂志愿’这个程序就出现了，但这系统不太成熟，老是要卡着不动或不断

更新，社区工作者都操作不熟练，更别说那些老年志愿者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用网络平台存储

时间，一些老年人怕做这种事被儿女知道后，遭受到儿女反对。现在的年轻人防备心很强，可以说是‘房

子越建越漂亮，人的心越来越远’”(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现在基本上用时间存折记录服务时

长的参与者基本上都兑换完成了，要么兑换实物，像洗洁精、牙膏之类的生活用品，要么可以优先得到

社区有益活动的参与权，有需求社区会第一时间帮忙解决困难。”(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东台社区重视志愿者队伍建设和管理，定期为新招募的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专业培训，积极提升

志愿者素质和能力，同时建立“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规则和嘉许激励制度，提升志愿者对社区的归

属感和荣誉感。“老年人的荣誉感、满足感和尊重感不容小觑，社区会定期以每个月、每个季度对表现

优秀突出的个人和群体进行荣誉表彰，虽然只是一个纸质的小奖状，她们每次获评都很开心。”(受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责人) 
在时间银行志愿养老服务过程中，社区会主动联系社区管辖内各政府单位，寻求政府部门人员的帮

助，减轻社区人手不够的服务压力。“与我们社区合作的政府单位有龙城中学、城中政府办和艺术剧院，

他们部门也是有工作任务要求的，大概一个月会有 3-5 天这样。这些工作人员会下沉到社区，与我们共

同参与社区服务如环境脏乱差治理，同时还会一起参与时间银行项目中的精神抚慰、陪伴陪聊等工作。”

(受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责人) 

3.3. 结束阶段 

2021 年 3 月，东台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完成，总体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距

离建立低龄扶高龄、一代帮一代的接力式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提供给社区服务对象

的服务内容还是比较单一。“社会组织还是不能很好理解时间银行项目的低龄服务高龄模式，不知道怎

么样保持项目的持续性和延展性。选定 15 户服务对象中，有 11、12 户是坚持下来的，但后面也对这些

服务内容不怎么感冒了，效果一般。这也可能与社区的服务定位有关系，服务对象可能更需要物资生活

的需求，像家政类和代办服务，但是这类服务所涉及范围广，成本高又不好进行管理。”(受访者 A，卢

姐，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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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进一步摸索 

东台社区“时间银行”试点工作结束后，服务成效并没有达到社区预期目标，社区老人养老需求得

不到完全满足，也未能够形成“低龄扶高龄，一代帮一代”接力式养老模式，可以说适应东台社区的“时

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模式还在探索，仍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次试点工作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

结果，其中影响的因素很多，像经费限制、社会组织不够专业，再加上社区经验也不够等等，这些都会

有很大关系。其实我们觉得最关键的是，没有触发低龄服务高龄的链式，比如代买菜，社区居民你带我，

我带你，让大家加入到社区这个群体里面。目前社区对这个“时间银行”还是挺看好的，确实社区老人

也很需要这个。”(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2021 年 6 月，东台社区与雨花敬老服务中心合作，共同开展“爱心午餐”项目，是继“时间银行”

试点工作后，社区因地制宜开展养老志愿服务的进一步探索。“爱心午餐”主要是为 68 岁及以上空巢、

独居、特殊老年人提供免费中午简餐(如图 1)，菜式主要以贴合老年人偏好为主，相比于上次项目，涉及

服务对象群体更多，覆盖范围更广，活动持续时间更久。“当时‘爱心午餐’是先在翠园小区进行试点

的，因为翠园小区空巢独居老人、退休老人比较多，开始试点了 30 户，大概四个月后，社区全面铺开，

当时日最高服务人数可达 100 多人，因为这活动是 365 天不打烊的，基本上天天都有人来吃。”(受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责人) 
 

 
Figure 1. One of the recipes: colored glutinous rice, vegetarian meatballs 
图 1. 菜谱之一：彩色糯米、素菜丸子 
 

东台社区“爱心午餐”运营模式不是以项目为导向，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并不是上下级关系，而

是合作“伙伴”关系，社区不会对雨花敬老服务中心志愿服务过程进行任何评估，会为社会组织提供

场地、服务对象信息、志愿者等支持，充当着服务协助者的角色。“2021 年时间银行是没有政府财政

支持的，所以社区这边也拿不出经费给雨花敬老服务中心，‘爱心午餐’服务过程中所产生任何费用，

像食材、人力，还有配送，因为他们做菜的地点离社区有五、六公里距离的，这些成本都是雨花这边

自己承担的，所以社区这边也尽可能帮助到他们，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三、四十平方大小的场地充当

食堂，老人一般都在那打饭、吃饭，还有志愿者等支持，尽可能减少他们的负担。”(受访者 A，卢姐，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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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Xu Ma, Xie sister to help play rice 
图 2. 徐妈、谢姐协助打饭 
 

爱心午餐志愿服务是免费为社区老人提供午餐服务的，普适性和公益性较强。但社区宣传工作展开

并不顺利，宣传工作存在着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到视力不好的老人看不清标语、宣传信息等方面影响。

宣传最初是以在社区宣传栏张贴宣传资料为主，后主要靠社区老人口口相传。“爱心午餐志愿服务一经

推出，就很受社区老人欢迎，毕竟这让很多‘中午独居’老人免去做饭的困扰，志愿服务推广开始是提

供的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名单给雨花，先为这些老人服务，后面这些老人一传十，十传百，社区的老人基

本上都知晓了。”(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志愿者队伍的管理制度和志愿服务时间的存兑机制照搬“时间银行”，但在“爱心午餐”志愿服务

执行过程中，“时间货币”存兑有些流于形式，在时间存折上没有实时、准确地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长；

在时间兑换上，更多地注重以服务方式进行兑换，人情味重。“最开始是社区提供志愿者，后面邻居自

发志愿帮助。87 岁的徐妈即是爱心午餐的‘常客’，也是踊跃积极的志愿者，以徐妈为首的十人小团队

是非常支持爱心午餐服务的，经常志愿帮打饭(如图 2)，协助社会组织跟踪老人名单，给行动不便的老人

送饭，邻里互助等等。她们年龄比较大了，社区没给她们登记服务时间，但基本上社区有什么好的活动，

都会优先考虑她们，她们的社区需求基本会第一时间满足的。”(受访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东台社区爱心午餐志愿服务并没有拘泥于“提供午餐”这一形式，社区和社会组织会以社区老人共

聚午餐的食堂为平台，在社区老人之间开展“敬老、爱老、乐老”活动，拓展多样化的养老志愿服务形

式，尽可能满足老人归属与爱和尊重的需要，同时，这十分有利于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和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促进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区氛围。“平时很多高龄老人

会到社区提供的‘食堂’一起吃饭，到大家差不多吃完饭时候，雨花工作人员会组织大家一起唱红歌，

指导老人跳健身操呀，社区也会给那些同月出生的老人庆祝生日(如图 3)，氛围还是很融洽的。”(受访

者 A，卢姐，项目负责人) 
相比于上一个养老志愿服务的无疾而终，“爱心午餐”让东台社区望到未来适合自己的社区互助养

老志愿服务模式。“爱心午餐”很好满足了社区老人午饭吃食的生理需求，同时让高龄老人居家安全得

到进一步保障，但其还是存在内容单一等不足。“记得社区有位老人在家开火不记得关，锅头烧糊，差

点失火。老人们不用在家自己做饭，不需要用水、用火、用电，保证了居家安全，中午很多老人子女都

不在家，老人成‘独居’状态。爱心午餐也让子女没有顾虑，安心上班，这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受
访者 C，徐妈，87 岁，服务对象/志愿者)“有很多老人对此活动表示异议，说这是回族餐无荤，面多，

没好吃，都是素食，菜式单一，去吃了几天就没再去了。”(受访者 D，谢姐，84 岁，服务对象/志愿者)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93


黄祖雷，高静 
 

 

DOI: 10.12677/ar.2023.103093 723 老龄化研究 
 

 
Figure 3. Community workers spend birthdays with the elderly 
图 3. 社区工作人员与老人共度生日 

 

然而“爱心午餐”在 2023 年 2 月，由于服务人群的减少、社会组织独自承担成本的不堪重负等因素，

戛然而止。东台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的探索还在继续，但初步试点工作和“爱心午餐”的

摸索为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建立一个覆盖范围广、持续性强、互助性高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成为东台社

区下一步目标。“我们知道雨花支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一直都不收费，所以我就组织我身边的

人，每个月给他们送面、米、油那些物料，能出力就出力，不能出力就出钱，我就捐了 50 元，其他像 1
元、5 元，也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受访者 C，徐妈，87 岁，服务对象/志愿者)“我建议社区建一个老

年食堂，在文慧路敬老院有个老人食堂，中餐 10 块(三菜一汤)，我当时就交了 100 元，吃了十天，主要

是没了爱心午餐，就会在家蒸馒头、煮面条吃。”(受访者 D，谢姐，84 岁，服务对象/志愿者)“爱心午

餐就这样结束还是挺可惜的，以徐妈为首的社区老人还专门制作了一个感谢社区的贺卡(如图 4)，但主要

还是经费问题，为了控制成本，我们把开始的参与条件从 68 岁及以上空巢、独居、特殊老年人提高到 76
岁及以上，把控得越来越严格，这使得服务对象越来越少，后面雨花觉得我们社区并没有那么贫困，就搬

到柳北区办那里，给更需要的老年人服务。”(受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责人)“2022 年 11 月，社区获

批经费一万多，今年经费就可以投入使用了，继爱心午餐后，现在时间银行的服务形式还在探索中，项目

还在拓展，关爱老年人服务方案还在酝酿，目前活动还不成熟，社区计划引入各类主体，利用、整合像商

会、人大各种资源。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服务方案，但是现在后续项目有了一个发展方向：类似爱心午

餐覆盖范围广、持续性强，继续扩大低龄群体，扩展志愿者群体。”(受访者 B，黄主任，项目负责人) 
 

 
Figure 4. Community elders homemade greeting cards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 community 
图 4. 社区老人自制贺卡对社区表示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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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践进路 

5.1. 强化制度保障 

无论何种“标准”的制定都需要经过专家小组的讨论，并由权威部门经过鉴定后发布，当专业服务

提上“标准”的日程时，也就意味着它所在服务领域的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为了让“时间银

行”互助养老模式持续有效地运行，制定服务相关标准，强化制度保障势在必行。一方面，政府必须发

挥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措施和法律法规，规范化社区“时间银行”服务流程，包括在职

责分工、存兑标准、激励机制、项目评估等各项内容均有明确的指导，使得各项工作开展有迹可循，有

法可依；另一方面，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各个街道办、社区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定

具备本地特色的运作细则。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监管和管理功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纠纷和矛盾，

这不仅能够有效维护“时间银行”的公信力和声誉，还能维护其正常有序的运作。 

5.2. 增加资金来源 

“时间银行”是非盈利性活动，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一旦政府经费提供不

及时，这会使得社区不敢给予社会组织经费承诺，严重造成工作流程的脱节，进而影响项目的质量、创

新与发展。而资金持续稳定地供给有利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持续有效的运营，拓展资金来源变

得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展社会活动获得资金支持，如义卖、公益演出等，同时大力鼓励非营

利组织和民间企业加入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向政府征求专项经费支持的同时，充分利用

好社会慈善功能，一是社会公众慈善捐赠，二是民政部公益金投入养老服务项目，如 2020 年柳州市福利

彩票公益金投入养老项目 14 个，金额达 300 万元。 

5.3. 建立可持续运作体系 

“时间银行”的可持续运作体系是一个由规章制度、团队管理、社会参与和自主发展等要素组成的

体系。首先，时间银行应在发展初期就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营造出健康、公正、透明的运

作环境，防止运作过程中出现问题、信任破裂等不良情况。其次，时间银行应重视团队管理和人才培育，

建立知识库和培训体系，并且保证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和业务素质。再者，

“时间银行”应加强社会参与，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扩大社区网络，为义工和服务提供更多的资源和

信息。最后，“时间银行”应强调自主发展和自我完善，遵循社区发展的原则，不断探索新的服务领域

和创新服务模式，推动“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东台社区“时间银行”项目开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在推进“时间银行”试点工作中，

成效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存在着服务供需匹配不高、居民参与意愿不强、服务内容提供单一等问题，为

促进柳州市“时间银行”这一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化制度保障、增加资金来源和建立可

持续运作体系的实践进路。他们不相信长夜将至，因为火把就在他们手中，这需要社区及时总结实践过

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努力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摸

索、走出一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常态化、长效化的崭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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