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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爱心厦门冶建设袁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市民尧提升城市精神文明高度与人文温度的

民心工程袁依靠的是社会协同尧全民参与袁只有人人

有共识尧家家有行动尧处处有氛围袁才能让厦门成为

一座爱心恒久弥漫的城市遥野爱心敬老冶行动袁是野爱
心厦门冶建设五大行动之一袁通过结对关爱袁推进康

养医养服务袁开展适老化改造等举措袁突出老有所

养尧老有所依尧老有所乐尧老有所安袁在全社会营造

尊敬老人尧关爱老人尧赡养老人的社会环境遥
本研究根据厦门市政协叶提升野爱心厦门冶工作

机制袁打造厦门样本曳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要求袁根据

野爱心敬老冶行动的指导袁探索通过野时间银行冶互助

养老志愿服务袁发挥老年志愿者作用袁探索建立厦

门互助养老机制遥
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模式的内涵

及重要意义
根据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曳规定袁凡年满 60 周

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遥 至 2019
年年末袁全国老年人口为 25388 万人袁占全国总人

口的 18.1%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今后较长一段

时期的基本国情遥 提高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袁是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任务之一袁现代低

龄老年人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被忽视袁刚退休的老

年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袁同样可以为社会发

展创造价值遥 叶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

划曳(以下简称规划)强调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袁是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袁是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袁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遥 叶规划曳指出袁提高老年服

务科技化尧信息化水平袁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

度袁加强老年辅助技术研发和应用袁是强化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

工作任务遥
野时间银行冶是一种养老互助志愿活动袁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遥 广义上袁野时间银行冶是指不同年龄阶

段的志愿者袁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袁为自己

以后享受同等时间的志愿服务积累时数曰 狭义上袁
时间银行是指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志愿

服务袁积累服务时数袁待自己年老需要服务时享受

同等时数的服务遥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概

念旨在充分利用野老年人口红利冶袁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袁搭建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的平台遥 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袁一方面发挥了低龄

老年志愿者的作用袁将志愿服务活动与野爱心敬老冶
行动紧密结合袁一方面也促进养老志愿服务机制和

信息平台的建立与完善袁促进野互联网+冶在养老行

业的应用袁提高养老服务的科技化尧信息化水平遥
厦门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志愿服

务问卷调查
叶厦门市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模式的研究曳是

2020 年厦门市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袁 由厦门市政

协尧厦门市民政局承担袁厦门市老年志愿者协会进

行课题指导遥
野时间银行冶作为志愿服务的载体袁将志愿者提

供的志愿服务时长进行收集尧 存储和有效通兑袁已
在我国多个省市地区开启了社区试点袁并将老年人

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推进“爱心厦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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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袁 但目前仍未在全国形成成熟

经验和统一标准袁因此袁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模式

在厦门是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袁值得思考遥
为了调研了解在厦门各社区尧机关单位尧高等

学校等单位内对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模式的看法

及是否愿意付诸行动袁 本研究在参考厦门市卫健

委叶厦门市耶爱心敬老爷行动调查问卷曳的基础上袁
广泛征求了厦门市政协尧厦门市民政局尧致公党厦

门市委尧厦门市老年志愿者协会尧相关社区尧养老

机构等单位意见袁制作了叶野爱心敬老冶行动要要要
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志愿服务调查问卷曳袁并设置

了 31 道问题遥 截至目前袁通过电子平台发放并成

功收集有效问卷 261 份遥
在 261 份问卷中袁60 周岁以下的问卷填写者

共有 125 人袁 占总人数的 47.89%遥 60 周岁以上问

卷填写者共 136 人袁 其中袁60耀70 周岁之间的问卷

填写者共 100 人袁占 60 周岁以上的 74%曰70耀80 周

岁的填写者有 35 人曰80 周岁以上的有 1 人遥 在问

卷填写者中袁 各级政协委员共 53 人填写问卷袁有
118 人具备志愿者的社会职务袁 还有各类社区尧街
道义工和文明宣导员参与问卷填写遥

通过问卷可知袁厦门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具

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袁 厦门养老志愿服务呈现出多

样化需求袁厦门的互助养老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遥
厦门野时间银行冶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野时间银行冶与养老服务的结合袁主要以社区

为依托袁以低龄老年志愿者为主体袁通过记录为高

龄老年人提供日常居家养老服务的时长袁 换取未

来养老的被服务时间遥 问卷问题 野您是否听说过

耶时间银行爷的概念冶袁结果显示袁261 人中有 15 人

选择了野很了解冶袁有 160 人选择野听说过冶袁其中袁
接触过野时间银行冶概念的老年人达到了 92 人袁总
体问卷中共有 67%的人了解野时间银行冶的概念遥
问卷问题野您认为袁通过照顾其他老人的志愿服务

活动袁 换取未来同等被服务时间的想法袁 是否可

行钥冶得到的结果显示袁88%的人认为这样的想法可

行袁 其中 100 人认为很有意义袁130 人认为可以尝

试遥 这对厦门推广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模式是十

分有帮助的袁野时间银行冶 在公众认知中的熟悉程

度和接受程度比例较高袁 为厦门市推进互助养老

模式奠定了基础遥
问卷问题 野您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自己

的志愿服务时间进行兑换冶袁有 186 人认为野以服

务时间换未来同等被服务时间冶 是最佳选择遥 另

外袁有 92 人认为野以服务时间换老年人优待条件冶
也是自己愿意选择的兑换方式遥 通过志愿服务的

时间作为兑换的标准袁在受访者中获得认可遥
由此可见袁无论是野时间银行冶概念在厦门市

民中的熟悉程度袁或是野时间银行冶所蕴含的野服务

时间冶兑换野被服务时间冶理念袁在受访者中都有较

高的支持度遥 这说明在厦门进一步实行 野时间银

行冶互助养老模式已经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遥
厦门养老志愿服务的现实需求
根据 2019 年底数据显示袁 厦门市 60 周岁以

上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 14.1%袁厦门已步入老龄化

社会袁养老问题不可回避遥 随着厦门市社会化养老

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袁 必须逐步加大养老服务事业

发展力度遥2019 年袁厦门获批第四批中央财政支持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遥 2019 年

末袁野爱心厦门冶建设召开动员大会袁并进一步聚焦

服务重点袁 强调对老年人的关爱活动袁 要求通过

野爱心敬老冶行动进一步服务老年人遥
厦门积极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尧项目化尧规范

化发展袁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袁问卷受访者中就

有 118 人是志愿者袁占 45.21%袁且 14.18%的志愿者

每周能参加 2 次以上的志愿服务活动袁 每次服务

时长超过 2 小时的人数占比 20.69%遥在被问到野您
认为老年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原因钥冶时袁221 人

选择了 野适当活动有益身心健康冶袁199 人选择了

野为社会服务是一种荣幸冶袁191 人选择 野能有志同

道合的群体和朋友冶袁深刻体现了厦门市民野与爱

同行袁以爱筑城冶的志愿服务精神面貌遥
在问卷多选题野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类型冶

中袁根据野爱心厦门冶建设要求设置了五大行动选

项袁共有 464 人次进行选择袁表明大多数受访者都

参加了不止一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遥 从类型分

类上可见袁 共有 176 人选择了爱心敬老行动袁共
67.43%袁是五大行动的首选遥 另外袁有 100 人选择

热点
话题

6



了爱心济困行动袁85 人选择了爱心助残行动袁67
人选择爱心扶幼行动袁36 人选择了关爱特殊岗位

工人行动遥从年龄分布上看袁60 周岁以下志愿者更

倾向于选择爱心敬老和爱心济困行动曰60 周岁以

上则更多选择爱心敬老和爱心助残行动遥 养老志

愿服务在厦门已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遥
问卷问题 野您觉得老年人在哪些方面需要获

得帮助冶获得 851 人次选择遥 其中袁有 209 人选择

了野医疗服务冶袁179 人选择了野家政服务冶袁141 人选

择了野心理关爱冶袁122 人选择了野日常照顾冶袁109 人

选择了野助餐服务冶遥 医疗服务成为老年人服务需

求的首要选择袁 且各个年龄段对医疗服务的高需

求保持一致遥 从年龄的划分可见袁老年人的服务需

求前三位分别是野医疗服务冶野家政服务冶和野助餐

服务冶袁60 周岁以下受访者的选择则是野医疗服务冶
野家政服务冶和野心理关爱冶遥 不同年龄段对养老需

求形式不同袁也可见形式多样化的重要性遥
对于受访者所能提供的志愿服务形式的选择

中袁共获得 685 次数选择遥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野陪
散步尧锻炼身体冶野帮读书尧读报冶和野陪伴聊天冶袁而
类似野养生讲座冶野法律咨询冶野心理辅导冶等需要专

业背景的服务方式则选择较少遥 对于老年人的需

求和目前提供的志愿服务形式而言袁 形式多样化

在所难免袁 对志愿服务的形式多样化的类别区分

是互助养老模式中必须考虑的问题遥
厦门志愿互助养老的可行性研究
野人口红利冶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较大袁抚养率比较低袁为经济发展创造

有利人口条件遥 传统观念中对退休者渊即老年人冤
的理解袁往往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袁失去野人口红

利冶作用遥 但目前低龄老年人袁同样能创造社会价

值袁在问卷中袁有 223 人认为老年人有野老有所为冶
的社会潜力袁 占 85.44%袁 有 38 人认为不一定袁占
14.56%袁没有人认为老年人不具备野老有所为冶的

社会潜力遥 问卷问题 野您认为老年人需要由谁照

顾冶中袁90 人认为是野自己冶袁83 人认为是野老伴冶遥
这是老年人中选择人数最多的两个选项袁 都表现

出厦门的老年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仍充分具备奉

献意识和社会能力袁也可理解为具有野人口红利冶遥

通过年龄划分看问卷结果发现袁在 60 周岁以

上问卷填写者的答卷里袁 有 102 人参加过志愿服

务野爱心敬老冶行动袁是五大行动选择人数最多的

一项袁 老年人服务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已有一定的

基础遥 在被问到野您认为老年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的原因钥 冶时袁107 人选择了野适当活动有益身心健

康冶袁100 人选择了野为社会服务是一种荣幸冶袁91 人

选择野能有志同道合的群体和朋友冶袁体现了老年

人志愿服务的态度和热情袁 在志愿服务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在问卷问题 野您是否能接受志愿团体为您提

供的关爱服务冶中袁有 57.47%的选择为野是冶袁其中

有 71 人为老年人袁比例达到 52.2%曰在选择野不一

定冶的 81 人中袁有 46 人为老年人袁占 33.8%遥 问卷

中袁能接受志愿团体关爱的老年人有一半以上袁只
有 14%的老年人不能接受志愿团体关爱遥

互助养老需要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

服务袁从问卷中可知袁目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仍

呈现较强的社会价值和较高的自我意识袁 不仅具

备社会能力袁还热衷于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遥 对于接

受被志愿服务的态度袁也呈乐观积极趋势遥 整体而

言袁厦门的互助养老的接受程度较高袁是可行的遥
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服务中社区

的重要作用
时间银行与养老服务的结合袁 离不开社区的

依托遥 社区的环境既为养老志愿服务规划了具体

的服务场所和较固定的服务人群袁 又为老年人互

助提供管理和运营方向袁整合社区资源袁形成具有

特色的养老互助模式遥 2016 年袁厦门就进一步做好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下发通知袁 要求全市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袁 力争形成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覆盖全体老年人袁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专业化尧信息化尧社会化尧产业化目标遥 自 1999 年

起袁我国各省市地区先后开展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

老袁并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开展活动袁形成了许多先

进经验和成功案例遥 厦门的野时间银行冶互助养老

模式同样依托社区进行袁 但就目前社区在老年人

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袁却未获得足够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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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也对社区在养老服务现状进行了调

查遥 问卷问题野您所在社区是否经常关心您的生活

日常冶中袁有 112 人表示袁社区从未关心或联系过他

们的生活日常袁占比达 42.91%袁相较之下袁只有 9
人表示袁社区会经常上门关心袁40.61%的人认为袁社
区对他们的基本情况了解袁但很少与他们联系遥 从

年龄上看袁 认为社区经常关心的老年人占比

20.59%袁相比之下袁60 周岁以下获得社区经常关心

的占比只有 12%遥 另外袁认为社区掌握基本信息的

老 年 人 占 比 42.65% 袁 也 高 于 60 周 岁 以 下 的

35.29%遥 由数据可见袁受访者中老年人能获得社区

关注的比例达到 63.24%遥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问卷问题野您是否参加所

在社区组织的活动冶中遥如表 1 所示袁不同年龄段参

加社区组织活动的比例有很大区别袁 由于 60 周岁

以下受访者基本都有固定工作袁 很少有时间参加

社区组织的活动袁 对社区活动的基本情况也并不

清楚遥而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能够参加袁也愿意参加

社区活动遥 从数据中可见袁 虽受访者来自不同社

区袁 但厦门的社区对老年人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

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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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问题 野您所在社区是否有老年日间照料

或托老所等养老设施钥 冶中袁选择野不清楚冶的人占

比 60.15%袁确认野有冶相应设施的问卷受访者只有

25 人遥 90 位老年受访者选择了 野不清楚冶袁 占比

66%遥另外袁问卷问题野您是否有固定联系的家庭医

生或社区医生冶渊见表 2冤袁 选择 野有冶 的比例为

40.23%袁选择野没有冶的比例为 49.81%遥 由表 圆 可

知袁 老年人有固定联系的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的

比例更高袁但数量仍达不到半数遥 问卷问题野您身

体不舒服时袁 能及时得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帮

助吗钥 冶中袁有 53.26%选择了野不清楚冶袁有 34.48%
选择了野可以冶遥

表 1 您是否参加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钥

表 2 您是否有固定联系的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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