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探索应对老龄化新路径

首部《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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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由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

合举办的《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

究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北京

大学副校长王博，国家发改委社

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民政部

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国家

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副司长蔡菲，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王丹以及各专家学者代

表、基金会代表、实务界代表、媒

体界代表等共计百余人参加发

布会。发布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近千人次全

程线上观看直播。

该报告认为，“时间银行”是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

三条道路，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平台

和工具。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

“时间银行”将成为聚人和资源

供需匹配的平台，对推动慈善公

益事业发展以及国家公益资产

管理发挥探索作用。

报告还对国外“时间银行”

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梳理，提出

全球有 30多个国家有“时间银
行”，全球至少有 1000家“时间银
行”。报告对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时间银

行”案例进行了介绍。同时，对我

国“时间银行”的引进、概念及发

展历程做了回顾。

从发展历程上来看，中国

“时间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

萌芽期、探索期和快速发展期，

在新时代沿着从互助养老-志
愿服务到社区治理的方向延展

发展。从管理归属上可以看到，

当前国内“时间银行”主要有政

府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

企业主导型三种形态，发展呈

现多种主导型归属并存，是一

种混合模式；从运营时间上来

看，平均运营时间是三年左右，

短则半年，长则九年；从性质上

来说，绝大部分是总行，总行、

分行概念已有区分；从发展特

点和经验上来看，我国“时间银

行”的发展遵循党建引领，文化

特征明显；从发展整体上来说

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力量多元

参与；从技术说来说，现已有一

系列便民和技术手段的支持；

从功能和应用上，互助养老功

能显著，但亦与文化、教育、社

区治理等功能并存。

报告对当前我国 54家“时
间银行”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

析，并就三种主导模式及农村

“时间银行”案例进行了详细剖

析，由此提出了我国“时间银行”

的功能及应用场景。

报告通过详细的案例研究

与实证分析，结合已有文献研究

提出：当前“时间银行”功能存在

发展方向不明、制度建设迟滞、

运营管理薄弱、信息技术缺位等

问题。由此提出，要打通资源壁

垒，探索全国性“时间”的联盟；

明确功能定位，加强价值理念的

宣传引导；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助力“时间银行”发展；规范运行

机制，推动“时间银行”标准化运

营；加强技术应用，提高公益资

源配置效率等对策建议。

该报告首席专家、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教授对相

关内容进行了介绍。陈功从我国

“时间银行”研究背景、发展历

程、调研概要、发展特点、现存问

题、发展对策等方面对报告进行

了解读。

陈功认为，改革开放最主要

的成果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的

发展等物质层面，还使得每个人

的时间都获得了延长，而如何对

“时间”进行管理和分配是值得

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发展“时

间银行”有其独特的制度和体制

优势，其作为社区治理及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有

助于构建政府、市场之外的新的

社会分配机制，同时作为国家公

益资产管理平台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

本次发布会还同步进行了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全

国时间银行研究与实践基地”挂

牌仪式，陈功受聘为基地主任。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

会会长刘维林表示，研究“时间

银行”是在积极探索中国互助养

老的新路径。关于国内“时间银

行”的研究与建设，他也提出三

点期望：一是要加强理论研究，

充分发挥总会及北大的学术优

势，二是要重视社会服务，准确

把握老龄社会的政策需求，打造

有温度的养老服务体系，三是要

推动“时间银行”实践发展，构建

全国“时间银行”服务机制。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副

司长蔡菲表示，“时间银行”研究

是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落实

政策设计的重要探索，报告案例

资料详实，对推动“老有所为”及

探索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具

有借鉴作用，国家卫健委将联合

各相关部门一同开展调研时点，

与各方积极探索与推动“时间银

行”实践。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马旗戟表示，报告通

俗易懂、观点新颖独到，同时对

“时间银行”的应用场景进行了

很好的总结和梳理，寄予“时间

银行”未来能扩展功能边界，在

“互联互通”“通存通兑”中发挥

更多社会化作用。中银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张博豪认为报告是“时

间银行”的科普书、从业者的工

具箱，对我国“时间银行”本土化

实践有重要的意义。南京市养老

志愿联合会会长史秀莲提出，报

告对全国 54家“时间银行”典型
案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其中南

京“时间银行”模式作为政府主

导型的典型案例参编其中。南京

模式目前已经推广至全国 5 个
省的 9个地级市，未来还将从互
助养老领域推广至全人群的社

会互助服务，期待与各方一道共

同推动中国“时间银行”本土化

研究。

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

郝福庆指出，“时间银行”作为一

种新型的探索和尝试，对推进实

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共

建共治共享水平，促进共同富裕

的目标具有探索意义，报告对普

及和宣传“时间银行”概念，推动

良善价值观导向，指导具体实践

具有重要价值。

记者了解到，本次报告是国

内“时间银行”研究领域的一份

系统、全面的研究报告，是国内

首部在调研全国“时间银行”发

展现状基础上，提出“时间银行”

发展建议和路径的研究报告。

（皮磊）

“妹妹烧伤的半边头皮毛囊

还可以修复，恢复正常。姐姐头皮

烧伤过于严重，只能进行手部复

原及面部修复。除此之外，孩子爸

爸更需要救助，毕竟是家里的顶

梁柱。”大麦微针植发医院院长李

兴东、广州南方医院整形美容科

副主任医师苗勇在对周姓姐妹面

诊之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9 月 17 日，经过三个多小
时的车程，在周姓姐妹邻居陶源

的带领下，记者跟随北京鬓悦基

金会相关工作人员来到了广西

玉林市苏烟村周家，基金会在这

里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捐赠仪式。

除捐赠两万元现金和一些学习

用品之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

请李兴东和苗勇医生对因火灾

被毁容、致残的周家两姐妹进行

面诊。

2017年，周有（化名）一家突
发火灾，爸爸伤残二级；妈妈和妹

妹周欣（化名）被大面积烧伤，姐

姐周艳（化名）伤残四级、双手挛

缩畸形，生活不能自理，一家人陷

入困境。除了有限的低保，生活的

重担全部落在孩子母亲身上。

据促成此次捐赠之旅的陶

源介绍：“在这之前，我也帮助他

们联系过其他慈善机构，玉姐姐

慈善协会救助 6万元，轻松筹筹
款近 30万元，但是对于两姐妹
的治疗情况来说仍然杯水车薪，

他们外借了 24万元，还是无法
改变现状。”陶先生回忆：“早前

曾联系过鬓悦基金会，可惜经过

专家评估，孩子年龄太小，那时

候姐妹俩大的只有 5岁，小的才
3岁，不适合大面积手术。因为伤
在头部，烧伤面积又大，手术的

话肯定要进行全麻，孩子太小，

怕影响到她们身体健康，所以只

能等。直到今年 7月份，工作人

员主动联系，再次评估后才有了

这回探访，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

善心和坚持。”

面诊和看过病历之后，李兴

东介绍道，“两姐妹中，妹妹的情

况相对简单一些，做植发手术就

行。姐姐烧伤面积大于现在有头

发的面积，而植发是自体毛囊移

植，取发无法覆盖缺失的面积。

需要做局部扩张器，缩小疤痕。

缩小后看能不能提取一些自体

毛发，给她做疤痕位置的种植

发。随着未来医疗科技的不断进

步，比如毛囊克隆技术的发展，

姐姐的情况会得到治疗。重要的

是，现在姐姐已经步入懂事的年

纪，我们建议通过佩戴假发这种

方式改善她的外在形象，提升她

的自信心，这对她以后的人际交

往和日常生活都会有帮助。”

苗勇则对姐姐的整容手术

进行了介绍：“姐姐的面部、手部

这些毁容部位可以通过手术进

行治疗，而且未来恢复和痊愈的

几率也比较大。目前姐姐的手部

挛缩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因为随

着年龄增长，畸形会变得严重。”

据介绍，北京鬓悦基金会成

立于 2018年，前身为“528爱发”
志愿者团队，主要是针对毛发领

域的公益慈善组织。自成立以来，

基金会曾多次前往祖国边陲地

区，为贫困患者提供医疗救助。作

为本次带队人，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星彤表示：“本次活动，基金会

除了承担俩姐妹治疗相关所有费

用外，现场还捐助两万元用于姐

妹术后营养费用以及学习用品，

希望两个小姐妹能在灾难中重

生，重新享受美好的人生。”

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广西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温

斯健教授、玉林市皮肤病医院教

授林雪萍、大麦微针植发南宁分

院主任李增富，为苏烟村村民提

供免费义诊服务。坐诊专家一一

询问村民病痛情况，给出医疗建

议，并为前来义诊的村民提供治

疗银屑病、皲裂等外敷药物。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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