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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时间银行”曾败给时间 如今重生探新路

“ 存款”能换自助餐还能转赠

“ 8月5日，我为王阿婆去南京路的第一食品买了绿豆糕。”15年前，
家住虹储小区的刘阿姨首次在“ 爱心存折”上记下一笔。然而，记到2000
年，就中断了。

这是曾经热闹一时的“ 时间银行”，居民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来储
蓄时间，等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再提取出来获得他人服务。但由于种种
原因，“ 时间银行”最终败给了时间。

而今，不少“ 时间银行”在申城多区卷土重来探索新路，记者展开系
列调查，发现其服务评价体系、信息化管理、兑换机制均有改变，但仍有
不少挑战。究竟能否持续？还是要靠时间来说话。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1 998年，虹储小区首次在上海推

出“ 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志愿

者把为别人提供服务的时间“ 存”入

“ 银行”，一旦志愿者本人或家庭需

要帮助，就能从“ 银行”中取出“ 被

别人服务”的时间。到了第二年，当

时总共1 002户居民的小区里，拥有

“ 时间储蓄卡”的“ 储户”就达到了

757名。几乎同一时间，虹口区晋阳居

委也开始推行“ 时间银行” 养老模

式。

然而，“ 时间银行” 真正进入实

践后，却遭遇了重重困境。首先，“ 认

证”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不少

“ 储户”提出，给老人买菜一小时和

为瘫痪老人服务一小时的强度全然

不同，不用简单用时间衡量。同时，

“ 存款”要“ 兑现”，也成为难题，不

少沦为“ 空头支票”。“ 时间银行”就

这样败给了时间。

社会学专家曾指出，“ 时间银

行”这种操作相对复杂、运行周期漫

长且需要较高信用保障的模式，并不

适宜小范围的社区独力操作，而应当

通过制度设计，建立一套完善的运行

机制，在较大区域范围内施行。

因为意识到服务时间认证体系

的建立是“ 银行”运作的先决条件，

所以新兴的各家“ 时间银行”，都已

事先制定认证规则。然而在规则制定

期间，有一个问题都困扰过公益组

织———一小时法律援助和一小时社

区巡逻，其“ 含金量”的高低该如何

体现？

对此，各家方案不一。长寿路街

道的“ 爱心银行” 采取了差异化评

定，比如参与交通文明宣传等基础性

服务，按一比一的时间计算，而医疗

服务、电脑维修、心理咨询等专业性

服务，则一比二至一比五计算。

陆家嘴街道则采取了统一化认

定，无论是城市文明类、安全服务类，

还是场馆管理类等，均按一比一的时

间进行认证。而康乐家的“ 时间银

行” 考虑到认证的复杂性和可能存

在的争议，将志愿服务及认证范围锁

定在社区养老领域，一致采取一比一

的服务时间评价体系。“ 无论哪种认

证规则，我们倡导的都是一种社会互

助模式，志愿精神是不分贵贱的。”

对于“ 时间银行”的发展前景，

专家指出，在“ 时间银行”管理模式、

运作模式信息化的同时，必然要面对

老年人对智能运用不熟悉的现实，也

需要街道、公益组织等花更多的心思

在推广上。

“ 比如让年轻志愿者教老年人

使用智能手机，教会他们下载和操作

‘ 时间银行’的APP，而低龄老年志

愿者学会后又能更便捷地去服务高

龄老人，这样发挥各类志愿者的所

长，促成志愿服务的良性循环。”

名词解释

“ 时 间 银
行”这一概念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由 美 国 人 埃 德
加·卡恩提出。在
这个特殊的银行
里，时间是唯一
受 认 可 的“ 货
币”，会员通过
为他人提供服务
来储蓄时间，当
自 己 需 要 帮 助
时，再从银行提
取时间以获取他
人服务。在我国，

“ 时间银行”已
在上海、北京、山
东、河南、四川等
多地付诸实践，
主要用于提供养
老服务。

如今，专家所期望的更大范围的

“ 时间银行”开始萌芽，在上海的长

宁、黄浦、浦东，均有新生的“ 时间银

行”在做着尝试，探索主体也从原先

小区居委扩大到了街道层面或是公

益组织。

上海康乐家社区服务发展中心从

2009年起重新在上海推出“ 时间银行”

项目，鼓励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会

长毛礼军告诉记者，志愿服务不是简单

关爱，而是需要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

持续行动，存储时间的形式，既能提高

志愿者参与社区互助的积极性，到了这

些低龄老人志愿者年老时，也能让他们

用时间兑换他人的志愿服务。

无独有偶，上海虹桥志愿服务网

也开通了志愿服务时间储蓄个人账

户。把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质量折算

成积分，给予志愿者一定级别认证和

兑换激励。当志愿者成为“ 五星级志

愿者”后，每增加积分1 0分，其账户

内会自动储蓄其他志愿者为其提供1

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当有需要时，

机构会寻找合适志愿者为其服务。

与此同时，浦东陆家嘴街道“ 志

愿者银行” 开张、普陀区长寿街道

“ 爱心银行”志愿服务总队成立的消

息纷至沓来。“ 时间银行”重新开始

繁荣，但如何不重蹈覆辙，必须要面

对三大问题的考验。

缺乏科学标准 老“ 时间银行”败给时间

繁荣新生 为避免重蹈覆辙探索新路

[核心问题]

易“ 存”难“ 取”一直是早年实

践“ 时间银行”中遇到的尴尬，80多

岁的孙嘉兰老人是1 5年前参与晋阳

居委“ 时间银行”的第一批老人，她

一度为两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

供志愿服务。2007年，孙嘉兰突发胆

囊炎，在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她

全靠4个子女轮流照顾，并没能“ 支

取” 到别人的志愿服务。她告诉记

者，“ 参加‘ 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的

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很少，当这些

当年照顾更大年纪的‘ 储户’需要服

务时，往往发现后继无人。”

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启的“ 时间银

行”项目中，康乐家社区服务发展中心

的志愿者已有2000多名；陆家嘴街道的

持卡志愿者也已达到21 70人，累计志

愿服务时间1 00744个小时，庞大的“ 存

款”如何“ 兑现”是绕不开的问题。

在采访中，相关负责人均表示，

目前还没有志愿者提出想“ 兑现”服

务的要求，但“ 银行”为志愿者们新

增 了 五 花 八 门 的 礼 品 兑 换 库 作 为

“ 福利”。妙洁海绵百洁布8分、卡片

式U盘60分、纪念邮册200分⋯⋯每一

季度，志愿者都可以到小区服务点进

行积分兑换登记。

陆家嘴街道方面表示，也在努力

和更多的共建单位对接，为志愿者们

争取更优惠的社会资源，目前，礼品

兑换库中已加入了商场免费停车券、

自助晚餐券等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内

容，明年还将探索“ 爱心储蓄池”的

模式，“ 如果志愿者愿意，可以将多余

的积分转入公共的爱心储蓄池里，当

一些家庭贫困的志愿者，或是其他志

愿者需要帮助时，可以使用爱心储蓄

池里的积分，让资源充分运转起来。”

在早年试点的“ 时间银行”里，

均采用的是纸质记录的方式，当参与

者越显规模化，银行“ 存款”逐年骤

升，缺乏科学化、技术化的管理手段，

无疑成为其走向没落的最大“ 病

因”。要解决这一难题，只能依赖信

息化的管理系统。

公益组织康乐家社区服务发展

中心从2009年就开始记录社区志愿

者的服务内容和时间，如今已经堆积

了满满1 5箱的纸质记录，负责人毛礼

军说，“ 如果再不使用信息化的管理

系统，以后这些只能成为废纸。”如

今，他正在与专业技术志愿者开发后

台系统以及“ 时间银行”的手机APP，

今后注册志愿者只要通过任务认领、

拍照签到等指尖操作，就能记录和积

累服务时间。“ 不仅能够更便捷地推

广志愿项目、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

还能大大提高志愿者的管理效率。”

而陆家嘴街道已经开展了一年

的信息化试点。在光辉小区担任平安

志愿者的应春梅阿姨，和街道的很多

其他志愿者都申领了一张“ 智慧炫

卡”，每次上岗前，应阿姨到居委会

的办公室刷一下卡，再登录系统，选

择“ 平安志愿者”服务项目，系统就

会自动记录和累计志愿服务时间。

更“ 智慧” 的是，街道已经将

“ 时间银行”和智慧社区的建设相联

结。这张“ 智慧炫卡”，如今已可同时

开通公益卡、银行卡、小区门禁卡三

种功能，未来还会和更多的社区服务

功能相挂钩。

不同种类志愿服务如何量化为时间？

差异化评定、锁定服务范围避免“ 糊涂账”

海量志愿信息如何管理与运作？

信息化势在必行 可用手机认领志愿任务

时间银行“ 存款”如何“ 提现”？

增加兑换渠道 能换礼品也可转赠他人

[专家观点]

让老年志愿者学习信息化 形成良性循环

在“ 时间银行”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很多是老年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